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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火爆，追随者众多，
但据了解，目前陪诊师这一
职业并没有相关职业资格认
定或是行业规范，也没有直
接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因
此 难 免 出 现 鱼 龙 混 杂 的 情
形。不乏有机构或个人利用
病患的心理，借着陪诊师这
一名头赚快钱；没有统一的
行业标准，网上充斥着大量
真 假 难 辨 的 陪 诊 师 培 训 课
程，像前文提及的带有夸张
噱头的宣传视频，大多数是
为了卖课，忽悠求职者买课
培训入行，求职者会一步步
被 引 导 购 买 更 高 级 更 贵 的
课。

陪诊行业成为热潮，诸
多从业者在盼望更为完善的
行业规范，在入行门槛、服务
要求、职责范围、责任划分等
方面有更为细致标准的行业
准则，引导该行业良性发展，
让 社 会 更 好 地 接 纳 这 一 职
业。

与社会自发形成的陪诊
行业发展相关的背景是，如
今，广州大部分医院里都具
备导诊服务，通常由志愿者
承担这一工作，但无法兼顾
到每一个病患及其家属的个
性化陪诊需求。“上海有些医
院的 APP 里会对接‘陪诊入
口’的小程序，如果病患有陪
诊需求，可以点进去在上面
直接下单，但目前广州没有
一家医院具备此项服务。”广
州陪诊从业者庄木游说，未
来，他希望能够在相关规定
的引导下，与医院或康老机
构达成合作，推动事业再进
一步。

目前，阳阳团队共有 16
名陪诊师，服务的范围也不
限于广州地区，甚至承接海
外的客单，比如一位越南籍
大哥已连续五次与他们团队
合作。“这位大哥是淋巴结
核，因为他普通话不流利，需
要我们转述，我们全程陪着
他去找医生，第二天就安排
入院了，又陪着他做手术、出
院和换药。”阳阳说，“他老婆
很感动，不停说‘真的感谢有
你们’。”

近两月，陪诊师的生意
愈加红火，阳阳的团队平均
每天都能接到两三单。接下
来他们打算逐步发展业务，
不少人想要加入他们，但阳
阳有自己的考量，“你可以没
有专业背景，我们可以慢慢
培训，但你一定要有耐心和
爱心。”

而从事该行四年多的广
州优德医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庄木游也有自己的考
虑，他希望在接下来的招聘
中寻求更多专业人士加入团
队。“原先陪诊师的入行门槛
确实不高，但随着求职者越
来越多，很多人都想来分一
杯羹，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当然希望有相关医科或护理
背景的人加入，为团队的专
业性提供保障。”庄木游说。

几乎所有从业者都对这
一行保持乐观的态度，“看病
是刚需，近年来市场更加广
阔 ，这 一 行 简 直 是 热 得 滚
烫！”庄木游打趣道。在刚需
之外，媒体对行业的关注再
加上自身的发力宣传，局面
逐渐打开。这两个月庄木游
的公司接单不断，月单量可
达五百以上。

新鲜事物的产生常伴随
着误解，这一规律在陪诊师这
一行也不例外。广州的李小
姐在选择陪诊师之前，也有一
番瞎琢磨：“当时我身体不舒
服，需要有人陪同做检查，一
个人在外，又不想欠朋友人
情，找陪诊师是迫不得已，其
实很担心是‘黄牛’，或者是
医托。”

陪诊师需要经常面对这
样的顾虑和猜测，他们也有自
己的辩解。“很多客户找到我
们最大的诉求就是节省看病
的时间，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
我们就是‘黄牛’，所以以为
找到我们就可以插队。”陈学
锋说，“我们确实可以节省他
们的时间，但更多的是梳理好
看病的流程，明确什么时候该
做什么事，让你不会在医院像
无头苍蝇一样。除去排队时
间，尽量把整个就医时间压缩
到最短。”

陪诊师既不卖药，挂号也
需走正常流程，在医院的专家
教授面前也没有特权。有人
曾让陈学锋帮忙约医院教授
出来吃个饭，但他拒绝了这个
请求。

在陪诊师阳阳（化名）看
来，与“黄牛”“医托”“药贩
子”不同，他们是在做更为专
业的事情。今年7月，阳阳与
合伙人在广州注册成立友爱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准备让原
本零散的陪诊事业更加规范
化。他成为陪诊师，与他的一
个特殊身份有关，他曾是一名

“资深”病人家属。
2018年，因为家人生病，

阳阳加入了广州某医院的病
友群。在群里，天南海北的病
友们时常分享就医经验，自己
作为病人家属长时间待在医
院，对各方面的医疗及病理知
识也略懂一些，有时也会给群
里的病友提供一点建议，或是
搭把手取个报告。

今年6月，阳阳与群里几
位志同道合者一拍即合，决定
建立一个陪诊机构，“一是市
场确实有需求，行业火热；二
是也想为群里的病人家属提
供就业机会，很多家属由于长
期陪护病人失业了，我们培训
他们成为陪诊师，让他们能利
用积累的经验和在医院陪护
的时间赚点钱补贴。”阳阳解
释，目前团队的陪诊师多选自

病人家属，罗乐便是团队的一
员，他们在“大病就医”方面
显得更为老到：“哪些教授擅
长看哪类大病患者，特别是肠
癌、肺癌、血液病等，我们都
比较了解。”这也是阳阳觉
得，相比起“黄牛”“医托”，自
家团队更为专业的原因。

陪诊师代办并非只是一
项“跑腿”的活，在接单之前，
阳阳会先了解病人的基本情
况和就医诉求，提出建议，双
方达成一致后，匹配合适的陪
诊师，“我们会理顺整个流
程，挂号、检查、问诊、取报
告、出方案，家属如果不熟悉
哪一环耽搁了，可能一两个月
就过去了，这会耽误一些患者
特别是大病晚期患者的治
疗。”阳阳说。

对因故无法现场就诊的
患者，阳阳团队的陪诊师会
事先整理病人病历和相关
资料，列清诉求，让问诊的
教授对病情一目了然，给出
更加详细的病情解答，而陪
诊 师 会 全 程 沟 通 ，录 下 过
程，再反馈给远在他乡的病
人，而这些是单纯“跑个腿”
所不能做到的。

庄女士最近感到有点无助：在广
州独居的母亲打来电话，哭诉最近时
常头痛，希望她能抽时间陪同去医院
看看，但是她人在深圳，工作缠身，又
因疫情原因，实在没法请假。

苦恼之际，朋友推荐来一名陪
诊师，迫于无奈，半信半疑中，庄女
士聘用该陪诊师陪同母亲前往医院
做检查，结果令她舒心。“怕我妈不
自在，我就说那是我朋友。”庄女士
说，“检查当天一切顺利，我妈还跟
我夸这个朋友好，跑上跑下一直忙，
还不时安慰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
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
人，占总人口的 18.70%，按照目前
的国际标准，全国已有 149个城市
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
提高，空巢老人如何看病就医也成
难题。跟庄女士有过同样烦恼的人
不在少数，这催生了陪诊师这一行
业的火爆。

陪诊师，作为一种新型职业，主
要工作是帮助他人在医院就医，但
他们的工作又不仅限于此，大多数
陪诊师都认为，虽然自己干着跑腿
的活，但在拿钱办事之外，还时常操
着一份病属的心。

深
度
解
读

自
发
形
成
的
陪
诊
业
亟
须
规
范

文/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谢
小
婉

图/

受
访
者
提
供

贰

叁

肆
﹃
看
病
是
刚
需
，这
一
行
简
直
热
得
滚
烫
！
﹄

﹃
只
要
上
医
院
，就
有
可
能
需
要
我
们
﹄

﹃
作
为
病
人
的
临
时
家
属
，我
也
感
同
身
受
﹄

﹃
我
们
不
是
﹁
黄
牛
﹂
，也
不
止
是
跑
个
腿
﹄

罗乐（化名）是一名“90
后”广州陪诊师，入行不久，
仅一个月有余。在她的体验
中，陪同病人在医院看病只
是陪诊师工作的一部分，日
常工作更多的是“代办”，比
如代病人挂号、问诊、取报告
等，“诸如代问诊这种活基本
每天都有单可接，直接陪诊
会少一些。”罗乐说，“其实不
仅是老年人需要我们的服
务。病痛不分年龄，只要上
医院，就有可能需要我们。”

为什么需要陪诊师？罗
乐和绝大多数陪诊师一样，
给出三方面的理由——

一是节省时间和精力。
就医看病手续复杂，流程繁
琐，又费时，有时问诊和做检
查还不在同一天进行，对于
时间金贵的上班族来说，着
实不友好。再有，对医院不
熟悉就很容易找不着门路，
有陪诊师提到：“比如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里面有好
多栋楼，不要说老人家，年轻
人头回进去也蒙。”此时聘请
一名熟悉医院的陪诊师，从
进医院门到挂号问诊，再到
做检查取药，一条龙服务下
来，能极大降低就诊难度，减
少不必要的时间、精力乃至
金钱成本。

二是老年人、孕妇、残障
人士等弱势群体就医时，也
时常需要陪诊师的帮助。

“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在中山
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看到一
个 90 多岁的老奶奶自己过
来看病，保安问她家属在
哪？怎么一个人来？那个老

奶奶说，就是一个人来的，我
一个人生活，能怎么办？真
的感觉很心酸。”罗乐回忆
道，“在医院做个检查也非易
事，一个老人家要在各个楼
层爬上爬下，真的很辛苦。”
老人看病难，子女在外也担
心。孕妇、宝妈或是残障人
士等也是若此。到医院看病
本身就心不安、力不足，这时
陪诊师就派上用场。有陪诊
师在，病人大部分时间只需
安心等待就诊，无需操心其
他。

三是解决异地就医的难
题。有些患者居住地缺乏相
应的优质医疗资源，希望能
听听别的城市的大医院专家
的意见，但做一次检查，来回
食宿交通费也要花上几千块
钱，再加上这几年因为疫情
原因，多地往来不便，便时常
寻求陪诊师的帮助。只需花
上几百块，请陪诊师代为问
诊，或代取报告寄回，既省钱
又省力。

综合各方面原因，陪诊
师这一职业近年来愈加火
爆。在任一社交平台上搜索
相关关键词，都能看到众多
从业者在上面分享自己的陪
诊经历。“月入过万”“轻松赚
钱”等字眼，吸引不少围观群
众入行。采访过程中，多位
陪诊师均点明，这些宣传语
多有噱头之嫌，“也有人真的
能实现月入过万，但需要稳
定的客源，而且每一行都有
自己辛苦的地方”。记者了
解到，在广州，绝大部分陪诊
师收费以时间为计，基本以
半天 300 元，全天 500 元的
价位为主。由于客源不稳等
因素，能够月入过万的陪诊
师尚在少数。

罗乐的陪诊经历里，大
部分时间都用在等待上。“排
队要等，问诊要等，做检查拿
报告这些都要等。有些教授
在看病时很细致，看一个病
人会仔细询问一个多小时，
等轮到你时，几个小时就过
去了。”罗乐说道，“我等过最
长的一单，等了八个小时。”

去年毕业，今年辞去上
海的工作来到广州的雅婷，
在 7月份正式成为一名陪诊
师。刚刚入行的她，大多数
时候觉得自己只是赚个辛
苦费：“那天帮一个人开体
检的检查单，我算了一下，
检查单上有 6 项，在这栋楼
挂号缴费完，每一项都要找
到医生，再确定一下具体预
约体检的时间段。整个流
程，我就是在医院各个楼和
各个楼层间窜来窜去。最
近广州近 40℃的天气，还是
挺辛苦的。”

陪诊师入行门槛不高，收
入不错，看上去颇具吸引力，
但接受记者采访的陪诊师均
表示，倘若没有爱心和耐心，
只是想来赚点快钱，不负责
任，是做不长久的。“不管是代
办事，还是陪着看病，病人有
最直观的感受，用不用心决定
了下回还会不会找你”。他们
还认为，在提供便利的服务之
外，陪诊师会给病人带来心理
上安慰，就像是病人的“临时
家属”，是“陌生的亲人”，这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病痛在身，一个人就医，
孤独感更甚。罗乐接的第一
单，是陪一名四十多岁的女士
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做
影像检查。如果这名女士是
一个人到医院，在身体不适的
情况下，既要走完整套检查流
程，又要担心做检查时随身物
品放在哪等琐事，必然有诸多
不便，“她身体不舒服，我在旁
边帮一把，她能轻松不少。有
人陪着，就会给一个病人极大
的安慰。”罗乐说，“还有一些
异地咨询的单子，病人想来来
不了，但通过我们帮忙给他们
带去治疗方案，也是一种安
慰。”陪诊过程中，在某种程度
上她也成为病人的心理依靠。

对于陈学锋来说，陪诊师
这个职业并不陌生。2018 年
时作为一名设计师，他曾为某
家陪诊机构设计过logo，今年

年初，受这家陪诊机构的老总
邀请，陈学锋正式入行。于他
而言，这份工作背后，更多是
一份责任。他的第一次工作
经历是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代拿检查报告，在医院的
自助机上把报告打印出来并
寄给病人。即使是特别简单
的工作，他还是有几分激动，
拿报告时就在想，这可是关系
到别人身体甚至生命健康的
报告，心里油然生起责任感。

“对我来说不是单纯地完
成一单业务，而是成功地帮助
了一个人，这其实是一件很有
成就感的事。”陈学锋说。因
此他常常在接单前就详细了
解病人的情况，做好充分准
备，譬如病人有低血糖的毛
病，他便会事先准备好几颗
糖，以备不时之需。

作为一名陪诊师，在体验
到帮助他人的意义之外，也时
常会遭遇到很多负面情绪。
人在生病时，情绪难免不好，
病人及其家属都在紧张焦虑
的状态下，为了更快就医，可
能对陪诊师发脾气，专业的陪
诊师需要以包容的心态面对
这些，找到方法进行心理疏导
并解决就诊难题。

而更多时候，由于服务对
象是病患，陪诊师也很容易产
生共情。雅婷曾接到一单危
急陪诊，一位老人脑出血，推
进手术室后一直没有出来，

“其实老人的家人都在，三代
同堂围着，我们不放心就一直
陪着等，他们焦急你也焦急，
他们快乐你也快乐。”雅婷说，

“在陪诊过程中，近距离接触
生死，你很容易感同身受。”

“看病难”催生了一个新职业

干着跑腿的活
操着家属的心
好的陪诊师就该是病人的“临时家属”，像“陌生的亲人”

广州陪诊师雅婷陪同一对夫妇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患有结肠炎
的孩子寻医

广 州 陪 诊
师陈学锋陪同
老人就医

广州陪诊师陈学锋的
第一次接单经历：为病人
到医院代拿检查报告

阳 阳 团
队 的 陪 诊 师
在 为 病 人 整
理 病 历 及 相
关资料

陪
诊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