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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女士的母亲今年 76岁，去年接受心脏手术后，需要定
期到医院复查。“每次都要楼上楼下来回跑，还要到处排队，
她腿脚不太好，一个人去实在吃不消。”考虑到父亲同样身体
欠佳，自己工作又忙，程女士打算给母亲找一名陪诊师。“网
上倒是有不少，但不知道哪个可靠。”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搜索“陪诊”，发现的确有大量自荐
帖。“可以陪同看病，记医嘱、陪手术、做检查，陪打点滴、孕妇
产检、代取报告、取药寄药……”一名博主发布的帖子中称，
陪诊费用为288元半天（4小时内），500元一天（8小时内），超
时 60元每小时。也可以按小时算，首小时 100元，后续 60元
每小时。服务人群包括子女无法陪同就诊的老人、无法陪同
体检的孕妇、带宝宝的宝妈、独自来医院就诊的青年等。不
过，博主对于自己的介绍仅限于“本人 00后，性格温和有耐
心”。

除了个人以外，一些机构也在尝试开展陪诊服务。在某
平台上，半天陪诊服务收费标准为每次320元。特别说明中，
强调“患者不能自理且无家属陪同的，暂不提供本服务”。

另一个平台上，半天陪诊服务收费标准为每次 298元。
服务详情中提到，陪诊服务过程中，就诊人年龄小于 12周岁
或大于70周岁（含），请至少一名家属陪同。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即使同样提及服务对象的年龄，各
平台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其中一个平台的服务协议中要求：

“老人全程陪诊仅适用于 65周岁以上 80周岁以下生活可以
自理的老人，80周岁以上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至少需一名
家人全程陪同。”此外，还要求“未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全程
陪诊，至少需一名监护人全程陪同”。

花钱找来的陪诊师究竟什么样？在部分平台上，可供预
约的陪诊师会在列表中展示。但以其中一个平台为例，实际
向用户提供的陪诊师信息十分有限，经验介绍中，看到的多
半只是“可爱可亲型，有就医经验，热爱这份职业”“认真、热
心、负责”“诚实守信，性格开朗”等笼统的表述。而在更多平
台上，甚至无法事先了解任何有关陪诊师的情况，只能在下
单后等待平台派单。

“看不到陪诊师的具体资料，也就无从判断。”在程女士
看来，找陪诊师的过程大多像是“开盲盒”，“只能碰运气，心
里没什么底。”

行业缺乏标准，市场鱼龙混杂，一个专家号竟要3700元……

陪诊师怎么就成了“号贩子”？

N北京日报 法治日报

取号、分诊、缴费、检查、取药……对于年事已高
或异地就医的患者来说，独自在医院面对烦琐流程往
往倍感无助。近年来，悄然兴起的陪诊服务尝试提供
一定帮助。

然而，陪诊师尚未被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由
于缺乏标准，陪诊行业目前存在服务内容模糊、收费
标准混乱、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一些机构或个人甚
至打着陪诊名义做“黄牛”。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陪诊
师”尚未被列入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2022年向社会公示的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
大典（2022年版）》，市面上已经有
不少个人和机构开展相关培训，
但处在“各自为战”状态。

“先发你一份实操总结，包括
线上线下如何获客、陪诊过程当
中应该注意什么、需要跟客户签
什么样的免责协议等。”社交平台
上，有博主通过陪诊群聊吸引有
意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加入，“还有
一种方式是我们去教，收费 299
元，后面价格就要涨了。”

此外，有关陪诊师的考证也
众说纷纭。“可以考人社部社会
保障能力建设中心的医疗陪诊顾
问，线上学习，线上考试，报考原
价 1580 元，目前优惠价格 1380
元。”某机构工作人员表示，“考
试不难的，会提供题库。”而在另
一家机构，工作人员则推荐报考
社群健康助理员的证书，“线上
学习，线下考试，内容包括理论
和实操”。

记者了解到，中国老年学和
老年医学学会同样在尝试开展

“医疗陪诊员”培训，内容涵盖陪
诊业务基础知识、医疗基础知识、
陪诊心理、陪诊风险法律等十余
门课程，学员经考试合格后，由中
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颁发结
业证书。

“陪诊行业应当朝着专业
化、正规化、机构化方向发展。”
朱同玉说道，陪诊行业的规范，
需要从业者、行业协会、医院和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这四方的力
量共同参与。

在刘鑫看来，陪诊行为虽然
发生在医院，但并不属于传统医
疗服务的范畴，因此难以由医疗
部门直接出台规范性文件。同
时，由于陪诊服务具有小众性和
特殊场合性，市场监管部门也很
难针对其制定专业性的标准。建
议有关部门，尤其是医院，应在医
院门诊大堂或官方网站发布相关
提示和风险警示，提醒陪诊服务
提供者和需求者签订书面合同，
以保障双方权益。

“陪诊服务本质上是一种市
场需求驱动的辅助性活动，主要
服务于不熟悉医院流程或行动不
便的老年人，由于目前缺乏统一
的行业标准，陪诊服务应依据民
法典中有关合同的要求进行规
范，双方通过签订合同明确各自
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
在遇到问题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陪诊服务人员也要注意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刘鑫说。

陪诊应专业化正规化
需多方合力共同参与

“加急就医、预约检查、异地问诊、取药跑腿……”在电商
平台上，一家主打“北京陪诊”的商家在介绍中宣称可以提供
就诊陪护高端服务，陪诊服务流程包括咨询预约、医院碰面、
陪同就诊、记录医嘱、诊后关怀等环节。

咨询客服后，对方提出添加微信。在朋友圈中，记者看
到对方先后发布多条三甲医院专家号的挂号记录。对方表
示，陪诊收费标准为 300元半天。除了陪诊以外，还可以帮
忙挂号。

记者在某三甲医院挂号平台看到，乳腺外科的知名专家
挂号费为100元，但已挂满，便尝试咨询陪诊服务商家。

“有，贵。”对方很快答复称，挂这名专家的门诊号 3700
元，国际医疗部的话是1500元。随后，又提供了该科室另外
两名医生的价位，“这两个是 600元”。“北京各大医院挂号、
检查、住院、绿色通道，权威医疗机构对接，保证快速靠谱价
格最低，有需要随时联系我。”在社交平台上，某博主以“北京
陪诊”为名，也陆续发布多条陪诊记录。其中，特意晒出一些
知名专家门诊的就诊单。“各大三甲医院，胃镜、CT、核磁、B
超各项检查都能加急，随时做，加急手术住院。”

对方称，可以陪诊，半天300元。如果没挂到号，也可以
帮忙加号。记者询问对方是否能挂到同一名乳腺外科知名
专家，对方给出报价，“国际医疗部加号1800元，普通门诊加
号要5000元”。

对于这样的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副院长朱同玉关注已久。“我们发现，有部分机构或人员以

‘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这样势必会妨碍医疗公平。”在
他看来，一些“黄牛”还会诱导患者到自己“推荐”的医院就
诊，从中收取高额费用。“现在，陪诊行业没有什么门槛，在定
价方面缺少相关指导，患者选择时往往比较被动。”

在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鑫看
来，不管是否提供陪诊服务，任何形式的医师就诊号源倒卖，
不论加价多少，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一元钱，也应被认定为倒
号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市场规则，还触犯了国家打击

“黄牛”倒卖医院号源的相关规定。

找陪诊师像“开盲盒”
收费标准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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