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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量的陪诊需求，且市场尚缺乏明确的监管，目前也处

于陪诊市场“无序扩张”的阶段。据淘宝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仅

2022年就有2.6万人次通过淘宝搜索“陪诊”。淘宝、京东等电商

平台上至少有超过500家店铺提供陪诊服务，有些生意好的店铺

月销量多达上千单。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所谓的陪诊平台打着“陪诊”的旗号，实

际上是做着“黄牛导医”的非正当买卖，收取高额服务费为患者挂

号，这既不能实现“陪诊服务”帮助就医弱势群体的初衷，也影响

医院的正常就诊秩序，妨碍医疗公平。

某健康管理公司创始人朱睿（化名）表示 ，“纯跑腿”的陪诊服

务利润很低，吃的是人力成本的红利，但近几年来，中国人力资源市

场的价格也在不断上升，除了一些人力资源公司凭借人力的优势还

能赚取微薄利润之外，企业要有更高的利润，那就必须走专业化道

路占有资源，嫁接更“深度”的需求，而不是仅仅“卖苦力”。

记者在网上搜索相关陪诊平台公开信息，其中既有原本的医

药销售公司转型而来，也有拥有互联网科技公司背景人员创立

的。而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尽管未以“陪诊”服务的名义

推出相关服务，但实际也从事类似的生意。例如，一家注册名字

为“如意都”的陪诊公司，就是由从事医药销售工作20余年的“药

代”于2020年创立。不过在接受采访时，该公司创始人表示，陪诊

师并没有挂号的“捷径”，“拼的是时间”，一早就去医院排队帮人

挂号，并没有挤兑医疗资源。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拼时间”这

种做法不可持续，如果企业要保持一个持续的利润，没有医院的

内部的资源，平台是不可能赚钱的。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平台公开“售卖”专家号。第一财经记者

查询某陪诊小程序发现，该平台除了提供陪同看病的简单服务之

外，还有一项叫做“协助挂号”的服务，点进该服务，记者发现，平

台设有不同专家级别的服务，费用高达数千元。例如教授级别协

助挂号费用为2899元，院长级别协助挂号费为4899元。这些费

用高出了陪诊费的十倍！

一位医疗行业资深人士表示，一些“黄牛”常常在医院附近，

隐蔽得较好，询问患者是否有专家号的需求，这种现象现在也仍

然存在。但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这些人现在有的转型到“线

上”，甚至一些大平台会对这种“黄牛”行为进行包装，但仍然不改

“黄牛”的本质。

针对这种以“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的行为，在今年初召开

的上海两会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钱菊英联合多名政协

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呼吁不断规范需求庞大的陪诊服务，细化服务

需求，界定服务边界，并提供服务保障，规避乱象。她建议，在加快

制定陪诊人员准入资质（持证上岗）、服务标准等专业性和规范性监

管的同时，强化属地及行业综合监管，对陪诊服务进行综合性干预，

做到既满足社会需要，又能且行且规范；此外，还要进一步促进医疗

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满足医疗服务的社会性、公益性特质，并探索

保险偿付机制，陪诊环节部分服务是否可以纳入基本医保范畴，以

基本医保、商业保险和自费相结合的形式，满足市场需求。

“临时家人”还是“医疗黄牛”？
陪诊服务呼唤规范化

近年来，陪诊作为一种新兴服务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满足空巢老人、独居青年等群体的现实就医

需求。然而，当前对陪诊服务的监管和规范仍在探索之中，陪诊师亦尚未被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

典，行业中出现以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服务质量良莠不齐、陪诊人员权益受侵害等现象。

日前，一些陪诊服务人员倒卖就诊号源，以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的行为引起社会关注。陪诊师

的从业资质、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等都缺乏明确界定，服务质量也参差不齐。如何维护就诊者和陪

诊人员的合法权益，让陪诊服务走得更远？ 综合《工人日报》、第一财经

近期，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一份陪诊服务调研

报告显示，90%以上的就医对象会因无法独立就

医、家人工作繁忙等原因选择陪诊服务。在今年早

些时候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医疗服务专业委员

会举行的一场针对陪诊服务的研讨会上，参会的多

位医院门诊部护理负责人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陪诊员的市场缺口很大。

“全天陪诊费600元，定金100元。”今年5月，国

女士因甲状腺不适预约了北京某医院专家门诊，并

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一位陪诊人员。然而，支付完

定金，她却被对方放了“鸽子”并拉黑，只得独自前

往医院就诊。挂号、取药、陪同就诊……对于空巢

老人、独居青年等就医群体而言，陪诊人员充当了

“临时家属”的角色。然而，记者在网络平台搜索发

现，以个人、机构等名义提供陪诊服务的账号或商

家不在少数，但在服务人员资质、定价、内容等方面

存在差异。在记者随机统计的50个陪诊服务商品

链接中，8小时陪诊费用范围为300~600元。部分

从业者称自己是医学生、在职医护人员，但以涉及

隐私为由，拒绝提供相关学历、从业证明。

此外，一些黄牛披上了陪诊人员的外衣。在多家

电商平台上，部分商家以拼音、谐音、相近字等方式隐

晦地写出代挂号、线上抢号、加急就医等服务项目。

“提供患者姓名、身份证号、电话、预约时间、医

院和医生姓名，我这边操作一下，就诊前一天晚上

给你发确认短信。”在记者咨询的5个提供陪诊服

务的商家中，有4家提出需要添加社交账号进行后

续沟通，并表示可以帮忙加急获取预约已满的知名

医院专家特定时段号源。其中，某商家的朋友圈发

布多条写有“xx医院xx医生”的文案，并在文案下方

附有医生照片、简介和代挂号成功截图，以及“xx医

院专家自制药品”等广告。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睢

素利提醒，患者在接受陪诊服务的过程中，应注意

保护个人隐私，同时对陪诊人员进行了解和甄别，

选择正规的陪诊机构购买服务。

今年1月，因患者年事已高，应其家属要求，陪诊

人员小何提前帮患者预约了线下门诊窗口付款的空

余专家号。谁知，患者就诊时却认为500元的挂号费

过高，“不都是几十元吗？你是怎么办事的？”该患者

家属随后冲着小何下巴打了一拳，小何因此受伤。

经调解后，涉案患者及家属向小何赔偿800元。

在陪诊过程中，诸如此类的意外偶有发生，陪

诊人员常会面临维权困境。受访的多位陪诊人员

表示，陪诊服务内容可能会临时变动，甚至有时会

被患者要求代签单据、垫付费用等，双方因此产生

纠纷。

不被信任、沟通不畅也是部分陪诊人员遇到的

难题之一。在北京从事陪诊工作的安娜告诉记者，

5月20日，她帮助从吉林来北京就诊的祖孙俩取号

时，发现患者是未成年人且自费就医，按照医院要

求，患者需要先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你是不是根本不懂挂号？我花钱找你来干什

么？”带着孙子的奶奶立刻在门诊大厅指责起安

娜。随后，医院志愿者前来跟祖孙二人详细解释规

定，才将误会解开。

对此，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指

出，部分就诊人员与陪诊人员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合

同关系，在选择陪诊人员时，应与具有合法资质的

公司签订协议，明确陪诊服务范围、费用、责任等内

容，防止后期出现纠纷。

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刘鑫建议，在签订相关合同之外，陪诊人员可考虑

为自己购置意外险，以应对突发事件，保障自身合

法权益。

社会机构看准了陪诊的巨大市场需求。然而，

市场化的陪诊服务因行业资质尚未明确，且缺乏规

范性、制度性管理，服务尚存在灰色地带，一旦发生

纠纷，消费者权益很难得到保障。记者在近期的采

访中了解到，曾发生有独居老人请钟点工帮忙“陪

诊”，钟点工不幸把价格高昂的药弄丢了，但由于

“陪诊”并不属于钟点工“家政”服务所包含的范畴，

纯属帮忙性质，家政中介不对此负责，无法弥补老

人的损失。

缺乏管理 就诊、陪诊人员遭遇维权难B

平台迅速发展 “黄牛导医”混杂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