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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 ，当前相关
领域 治 理 难 点 集 中 在 监
管依据 、审核标准 、平台
责任几个方面。

行业监管依据不足 、
力度不够。 北京大学电子
商务 法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薛
军认为 ，当前主要依靠电
子商 务 法 对 网 约 短 租 房
行业进行调整 ，范围和力
度明显不够。 如对于平台
上房 源 类 别 的 合 规 性 监
管 ，就缺少住建部门制定
的统一 、权威的规范 。 而
消防 部 门 对 网 约 短 租 房
也缺 少 严 格 监 管 审 核 的
依据。

依 《河北省租赁房屋
治安管理条例 》 规定 ，将
网约 房 出 租 给 无 有 效 身
份证件人员的 ，仅处二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
力度显然不够。

平台审核不严 ，部分
房东为牟利 ，纵容或从事
违法违规行为 。 在天津 、
成都等地 ，房东告诉记者
入住 时 随 便 发 个 身 份 证
号应 付 网 络 平 台 登 记 即
可 。 对于核查责任 ，一些
房东表示 “不可能有人查
的”。 在北京，有房东称网
约短租房行业大都做 “转
租 ”赚钱 ，为了 “走量 ”多
赚钱 ，其中还存在大量违
规隔断 、改建情况 ，上传
平台 的 照 片 中 有 不 少 是
假的。

平 台 对 强 化 安 全 责
任措施或 “甩锅 ”或落实

不 力 。 小 猪 短 租 官 网 显
示 ，房客都会通过国家二
代 身 份 证 验 证 系 统 进 行
验证 ，来确保房客的真实
性 。 记者采访了北京 、天
津 、 成都等多地房东 ，他
们表示 ，由于并不与房客
见面核验证件 ，无法确定
入住者身份 。 “爱彼迎 ”平
台 近 期 在 官 网 房 东 守 则
中 增 加 了 要 求 境 内 外 房
客 在 入 住 前 自 行 前 往 当
地 公 安 部 门 进 行 登 记 的
内容 。 专家认为 ，如此规
定无异于 “甩锅 ”。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
委员会专家邱宝昌认为 ，
“压实 ” 网约短租房平台
责 任 是 提 升 治 理 效 果 的
关键 。 他建议 ，应提升建
规立制效率 ，填补当前除
电子商务法之外 ，民宿等
各 类 网 络 短 租 房 在 消 防
安全 、 建筑结构安全 、人
身安全 、隐私信息安全等
方面的规范空白 ，建立起
公安部门 、旅游部门等监
管机构权责清晰 、协调监
管的机制 。 明确平台经营
者 、监 管 机 构 、平台商户
几方责任 ，特别是要强化
平 台 运 营 者 应 承 担 的 审
核、检查责任。 另外，平台
还 应 切 实 通 过 加 大 技 术
改造投入 、提供技术升级
补贴等方式 ，完成在人脸
识别密码锁 、身份证 NFC
开锁等功能方面升级 ，保
障平台房源的安全性。

（据新华社）

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 ，
2018 年我国共享住宿交易规
模约 16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7.5% ， 房客数达到 7945 万
人； 主要共享住宿平台的国内
房源数量约 350 万个， 比上年
增长 16.7%， 覆盖国内近 500
座城市。 入住人员身份登记核
验漏洞问题在该领域一直存
在。

近年来，浙江、广东、河北
等地陆续出台规范， 要求相关
网络平台核验入住旅客身份是
否属实。 部分网约短租房平台
也宣称与警方合作， 要在一些
城市通过人脸识别技术与智能
门锁，对入住者进行身份验证。
但记者调查发现， 相关漏洞仍
然存在。

记者曾于今年下半年两次
在网络平台“爱彼迎”预定北京
短租房， 缴费后房东仅向记者
索要了身份证照片。 直至第二

天退房， 没有任何人联系记者
进行身份核验。 12 月初，记者
登录同一平台预定天津房间，
网上付款后， 只需向房东提供
一个身份证号， 即可直接凭密
码开锁入住。

日前， 记者登录小猪短租
平台向多名房主咨询未带身份
证是否可入住，有房主表示“说
一下身份证号就行”，还有房主
表示“可发身份证照片”或“不
需检查身份证”。此后记者通过
该平台预订了一处北京朝阳区
房间， 从付款入住到退房均未
进行相关核验。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网约
短租房相关疏漏隐患不小。 今
年以来， 安徽警方清查各类网
约短租房 506 间， 其中有涉黄
涉赌窝点 9 处， 共抓获各类违
法犯罪嫌疑人 40 余人； 在浙
江、重庆等地，也曾有犯罪嫌疑
人入住网约短租房。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一些
网 约 短 租 房 内 并 未 配 备 灭 火
器、防烟口罩等消防设备，一些
地方还存在私拉电线等情况 ，
极易引发火灾。 在北京，记者从
小猪短租平台上预订房间所在
的小区建成于 1999 年左右。 楼
内设施陈旧老化 ， 楼道灯光昏
暗且堆放不少杂物 。 记者在该
房内未发现消防应急设备和疏
散示意图。 今年 8 月，盐城警方
在排查中发现多间网约短租房

内没有任何消防安全设施。
平台房源不合规情况也时

有发生，非短租房、隔断房等情
况在平台上均可见 。 记者通过
“小猪短租”订房，发现网络平
台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 。 记者
在实地看到， 该房在平台图片
中原本的客厅被隔断成 2 个房
间， 从其中一间内还能看到被
隔出来的半个阳台， 属被明令
禁止的隔断房。 看到记者对房
源安全表示担忧，房东称“有人

来查就给你换房间， 剩下的事
我们来处理。 ”

还有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
他于今年 7 月底在“小猪短租”
订了上海一处短租房，但其实这
是一处按规定不得短租的长租
公寓。 他因此被当地警方询问，
严重影响了旅游行程和体验。

据国家信息中心预测 ，到
2020 年我国共享住宿市场交易
规模有望达到 500 亿元，共享房
源将超过 600 万套，房客人数超
过 1 亿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刘俊海认为应特别注意其
中存在的治安、消防和隐私信息
安全等方面风险。 (新华社 )

核验漏洞：随意报个身份证号就能入住

房源隐患：无消防设备老楼、隔断房等不少

专家临近新年，民宿等“共享住宿”火爆，不少人选择拎包即住“租个家”。 然而———

这样的网约短租房你敢住吗？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近日，一篇题为《一位 89 岁老人的
最后 44 天： 严重中风后被迫辗转四家
医院》的网文热传。 文章称，广州市民章
程（化名）89 岁的母亲突发中风后，却
因“医保规定住院不得超过 15 天”被迫
多次转院。 该网文再次引发公众对“住
院 15 天就得出院” 这一老问题的关注
和讨论。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人表示自己或
者家人也曾有这样的经历；医保部门却
表示，相关政策从未限定过病人的住院
天数；有三甲医院人士表示，不同病情
的患者住院时间不同，达不到出院标准
的病人并不会被强制出院，“对于符合
三甲医院出院标准的患者，医生会开出
院诊断或者建议其转诊至下级医疗机
构继续治疗”。

专家坦言，“住院 15 天就得出院”
的现象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存在，原因与
多方面相关。如何破解？专家建议，关键
要建立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 让医疗、
养护、康复等资源有机结合；同时充分
发挥医联体作用， 打通上下转诊通道，
让患者转诊更方便顺畅。

上述网文称 ，11 月 8
日早上，章程年近九旬的母
亲突发急性脑卒中（中风 ），
家人紧急把老人就近送往
一家三甲医院治疗。 住院到
第 11 天时， 医生表示病人
已度过急性期，住院不能超
过 15 天，需要转院。 同时，
医生提出，可以帮忙联系二
级医院。 但就在那一天，老
人开始发烧，经查是肺部感
染导致的肺炎，这是脑卒中
引起的并发症之一。 这家医
院为老人采取了紧急退烧
措施。 章程担心病情反复，
问医生能否让母亲再多住
几天院， 医生非常为难，说
“医保规定住院不可以超过
15 天”。

章程拒绝了这家三甲
医院向下级医院转诊的提
议，又托关系找到了另一家
三甲医院。 这次住院期间，
老人的情况非常危急。 因一
般抗生素出现耐药性，医生
不断换新的抗生素，最终在
入院第四五天后才控制住

了病情。 病人退烧，眼睛也
变得有神。 但就在此时，第
二家医院又提出了转院的
要求。 原因不是住院时间，
而是因为“医保控费”问
题———章母住院费用不能
超过 3 万元。 医生建议先让
老人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再
入院，自费进入该院的全科
综合科。

出于费用等多方面考
虑，章程选择将母亲转入了
这家三甲医院推荐的一家
以康复为主的二级医院，暂
时过渡。 不料，入住第三家
医院的第三天，老人又出现
了发烧的情况，这仍是因肺
部感染未彻底痊愈造成的。
此外，老人出现了肝功能衰
竭的问题。 这家二级医院担
心情况拖久了病人出问题，
建议马上转院。

12 月 3 日， 老人被转
往第四家三甲医院，住院第
三四天时发烧加重，病情危
急。 12 月 21 日，老人因病
离世。

网文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不少
人纷纷表示自己或家人都曾有过
类似经历，市民王先生的父亲也因
中风辗转三家医院治疗。

有人表示， 不仅出院入院折
腾， 还会出现重复检查检验的情
况。 有人称在家人出院“周转”后再
次入院时，所有的检查又得重新做
一遍，费时费力又花费不少。

那么，究竟有没有所谓“住院
15 天就得出院”的规定呢？

有三甲医院人士向羊城晚报
记者表示， 并没有这一强制规定，
不同病情的患者住院时间不一样，
心脏移植等重症患者通常住院时

间较长；而一些非重症患者，如脑
神经损伤患者等，其实在达到三甲
医院出院标准后，就可以往下级医
院转诊继续做康复治疗。

“康复治疗需要的时间很长，
三甲医院普遍病床紧张，对于符合
出院指征的患者，医生都会建议往
下级医院转诊。 也有不少病人是带
药出院， 一段时间后再回医院复
查。 ”该人士说。

医保部门人士则表示，医保政
策从来没有限定过病人的住院天
数。 患者需住院多久、什么时候可
以出院，完全由医生根据患者的病
情决定。

都说没有“住院 15 天就得
出院”的规定，为何这种现象还
普遍存在呢？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了
原因。 首先，一些三甲医院以此
限制某些并不需要长期住院却
依旧希望延长住院时间的病
人。“三甲医院床位紧张，许多
科室经常‘一床难求’。 但有不
少已经达到出院指征的患者，
病情已经稳定， 应该出院或者
到康复机构继续治疗， 却仍坚
持不肯出院。 ”

也有业内人士坦言， 确实
有部分医院以医保规定为由，
以此来提高“病床周转率”。

记者了解到， 广东省政协
十二届二次会议期间， 就有两
位省政协委员就此现象提交了
《关于调整广州市基层门诊医
保付费方式、 杜绝病人“被出
院”现象的提案》。 广州相关部
门答复称：经调研，“被出院”现
象多见于北京、上海、广州、西
安、武汉等医疗资源丰富、患者
需求量大且异地就医集中的城

市，涉及人群多为心血管疾病、
肿瘤、骨折等老年患者。“被出
院”涉及多方因素，主要集中在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 医患
双方对出院标准理解差异、医
保支付方式需完善等方面。 下
一步将着力推进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 统筹优化医疗卫生资源
布局，强化分级诊疗制度，深化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加强医疗
服务行为监管， 不断提升医疗
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水平，着
力缓解“被出院”现象。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胡善联教授说，“住院
15 天就得出院”现象确实
在全国多地存在，事实上，

“不仅在我国，在美国住院
满 1 个月也是要出院的，
如果要继续住， 患者自付
费用的比例将提高”。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
胡善联认为， 做好整合医
疗最关键， 尤其是打通上
下转诊的通道。他表示，现
状是往上级医院转的多，
往下级医院转的少， 接下
来应充分发挥医联体的作
用， 在医联体内建立通畅
的转诊渠道， 让患者更加
便利地转诊、接受治疗。另
一方面， 患者也要改变观
念，在病情稳定、符合出院
指征的情况下， 应当接受

医生的正常转诊建议。
医改专家、中山大学

教授申曙光建议 ，建立整
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 他表示，医疗资源是
有限的，医疗、养老、康复
与医疗资源如果结合得
不好，就会出现“医是医，
养是养 ”的尴尬 ，应当把
预防 、健康管理 、康复等
资源有机整合，充分发挥
分级诊疗制度的作用 ，建
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将
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 、社
区居家养老机构 、家庭服
务机构、护理院和护理站
等纳入长期护理机构范
围，保障失能人员生活照
料和基本护理需求，真正
建立起完善的医养结合
体系。

临近新年， 民宿等形式的网
约短租房市场火爆。 由于可以通
过网络平台在线选房、电子支付、
密码解锁、拎包入住，房东和房客
甚至可以无需见面， 网约短租房
这种“共享住宿”业态发展迅速。

此前记者曾调查发现， 网约
短租房领域存在入住登记、 消防
安全、 房源资质等方面问题。 近
日，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相
关问题依然存在。

老问题再惹热议，病人、医生都很难。 专家呼吁：

医联体真正联起来
“被出院”或可少折腾

住院15天
就得出院

89 岁老人中风后辗转四家医院

现象普遍存在，却无明文依据

相关部门曾明确：着力破解“被出院”

充分发挥医联体作用
打通上下级转诊通道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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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6 月 27 日 ，本报 A3 版焦点稿
追问 “被出院 ”问题 《住院 15 天必须出
院？ 没这规定但有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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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压实”网络平台责任
是破解治理难题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