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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做陪诊师？

陪诊师的实际收入如何？

外界对他们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怎

样？

⋯⋯

围绕陪诊师这个群体，这几天，钱

报记者采访了这个行业的多位从业人

员、有意在这个行业大展身手的一些

机构，以及医院医生等。

谁在做陪诊师？“月入过万”是真的吗？

为什么有时要拒绝送上门的生意？

风险和尴尬
杭州陪诊师群体观察

陪诊这个职业，之所以让人动心，不

仅仅因为门槛低，更大的吸引力来自“月

入过万”。

事实真的如此吗？

籽籽做兼职陪诊员不到一个月，接了

六七单，除去“介绍费”，总收入为1500元。

小邓说，陪诊师这一行没有规范定

价，找她陪诊的价格都是她自己定的。一

般来说，陪诊 4 小时以内为 228 元，超时加

价；跑腿拿药、取报告，在150元左右，这些

价格都“有商量空间”。

小邓坦言，兼职陪诊赚的钱只能是增

加“零花钱”，如果全职，再用心经营，这个

行业的收入还是可以的，“比一般在外打

工要强一些”。

一家机构在杭州某点评网站上的团

购定价是这样的：医院陪诊 300 分钟以内

400 元，180 分钟以内 270 元，代取药和报

告都是160元。

如果按照单价来算，一名陪诊师一天

接 2 单医院陪诊，收入差不多将近千元。

以此类推，确实月收入可观。

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稳定的单，也就

意味着收入不稳定。

陪诊收费按时间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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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江晚报记者的采访中，多名陪诊师都表

示，这个活比想象中的要难，而且存在风险。

小邓目前只接年轻人的业务，她拒绝了几单老

年人的陪诊服务，原因是“怕惹麻烦”。

一位 79 岁的老人家有脑梗，还患有帕金森综

合征，家庭关系比较复杂。老人的孙子找到小邓，

希望她能提供陪诊服务。

如果老人在中途发生意外，或者在医院里摔

倒，责任谁来负？

“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为了规避风险，小邓

选择不接这个单子。

除了高风险，这个职业还面临一些尴尬。

明明提供的是陪诊服务，来咨询最多的却是

“能不能挂上某某的专家号”，陪诊师被当成了黄

牛。

在网上可以大方晒出“陪诊师”名号，回到现实

中，陪诊师们更多选择“隐姓埋名”。

陪诊师小邓认为，这是行业没有规范化带来的

无奈。

在就医过程中，一般来说，患者需要成年家属

陪同，医务人员会询问两人关系。陪诊师的回答往

往是“朋友”，“我们不敢说自己是陪诊师，这会让人

觉得是花钱购买的关系。”

小邓说，自己付出了，获得酬劳，又没有做亏心

事，应该被尊重。“我希望这个职业的队伍能越来越

大，也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有时无奈拒绝单子
有时要经历被当成“黄牛”的尴尬

你会不会接受陪诊服务？钱报记者就此在杭

州街头做了一个小调查。

20岁出头的秦小姐态度洒脱，“能用钱解决的

事情，是最简单的。结束服务后，和陪诊师陌路，干

干净净，我觉得挺好。”

她说，在外地打拼，有时候生病了，不想让老家

的父母担心，“找陪诊师陪着，自己一个人不会觉得

很委屈，不会孤单，我可以接受陪诊。不过，前提是

对方要做好隐私保护。”

单身的韦女士接受调查时则说，不接受被陌生

人陪着去看病，小毛病就自己去医院看，真出大问

题会第一时间通知家人。“陌生人终归是陌生人，家

人的爱才是最珍贵的。生病时，会觉得亲情更可

贵，之前我外婆去外地看病，就是我妈妈和两个舅

舅陪着去了好长时间。”她还说，万一情况特别紧

急，她会找值得信赖的朋友。

杭州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认可陪诊服务。

“从医生角度来说，当然希望病人有人陪同，尤其是

老年病人，有个值得信赖的监护人比较好。现在就

医环境在不断进步，越来越智能，也配备了志愿者，

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去医院看病还存在一定难

度，医生在和老人沟通时也会存在一些障碍。如果

有个人陪同，解释起来就不用那么吃力。但是，每

个家庭有时都会身不由已，为病人找个陪诊师，可

以理解，也应该支持。需要强调的是，陪诊的人必

须可靠。”如何在短时间里认定一个陪诊师是否可

靠，就难了，所以他认为，还是需要有资质的机构来

引领陪诊这个行业的发展。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所涉及的陪诊师均为化

名）

不少人愿意接受陪诊服务
有医生强调，陪诊的人要可靠

什么样的人在做陪诊师？做陪诊师有没有相

关要求？

具有基本的医学、心理学知识，熟悉杭州各大

医院的环境和看病流程，耐心、细心，尊重客人的隐

私，还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心脏。这是几位陪诊师

给记者的答案。

小邓告诉记者，最近她每天收到很多私信，“很

多人想做这个行业，大多因为疫情等失业了，陪诊

师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出卖时间’的工作。因为没

有行业规范，门槛也比较低，他们想尝试。”

在杭州，和小邓有联系的陪诊师就有十多名，

有年轻人，也有五六十岁的阿姨，以女性为主，基本

上都是“散户”，单打独斗，而且做的时间都不长。

小邓如果忙不过来，会让同行帮忙接单。而她本

人，是受上海一个从业五六年的“大哥”启发，在杭

州开始这项副业的。

如今，包括她在内的三四名陪诊师，想注册公

司，进行规范化运作。

“现在陪诊师的市场比较乱，没有行业标准，也

没有头部公司。”台州人金晓雯，一直从事传统医疗

行业，有自己的公司，去年增加了一项业务——陪

诊。10 名原本做销售的员工，都开始接陪诊的单

子。她说，每个人都有 5-10 年医疗行业经验，比

一般的个人陪诊更具专业度。但这并不能掩盖这

个行业整体从业人员专业参差不齐的事实，“尽管

有医疗背景，这个项目也只能归类到家政服务业。”

金晓雯当初看中陪诊这项服务，是看到了市场

空白。

“市场对陪诊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我接触过不

少企业高管，他们很忙，家中老人生病，希望能花钱

请人陪同。然而让他们犹豫不决的是，没有一个值

得信任的机构。”在她的理解中，陪诊师付出的不仅

仅是时间，还有专业度，比如将诊断报告用通俗的

语言转达给家属，以及后续的跟踪服务等。

金晓雯想打造一个相对专业的机构，但“没有

相关部门的监督和行业标准的界定，这条路很难走

得长远”。

任何新事物出现后，被接受都需要一个过程。

金晓雯说，单纯靠陪诊这个项目养活公司，不现实。

她看重的是这个行业的前景：“陪诊是一个切

入口，我们需要一个积累顾客的过程，之后可以开

拓其他服务，比如养老行业，我觉得有很多机会。”

陪诊需要一定专业知识
期待行业早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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