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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师事务所
沈兆明律师表示，从服务内容来看，
陪诊师这一新兴职业在服务中会涉
及患者生命健康权、隐私权等方面
的法律风险问题，如果双方没有签
订合同，或合同约定不明确，可能造
成患者、陪诊师乃至医院之间因权
利和义务不明晰引发的法律纠纷或
争议。从行业发展来看，陪诊师这
一新兴职业有一定市场需求，但尚
无明确的行业准入机制、行业规范、
从业资格要求，服务缺乏监管，在这
种情况下，从业人员素质、服务的参
差不齐，容易导致行业野蛮生长。

沈兆明建议，服务双方应通过
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
约责任等事项，最大限度避免法律
纠纷。针对陪诊师行业的发展现
状，应明确行业监管部门，明确行业
准入的条件，如：可以针对服务对象
的需求，对陪诊师设置“具备相应医
学知识、护理经验”等要求。同时，
应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与服务规
范，定期开展相关专业培训，以此引
导、促进该新兴行业的健康有序发
展，让患者和家属可以享受到更加
规范、安心的陪诊服务。

（晚报记者 刘娟）

在网络上的“孤独等级指数”
排行榜中，“一个人做手术”位列最
高级。如今，一种新职业的悄然走
红，或许可以帮助很多人消除这种
孤独，那就是“职业陪诊师”。

这一新晋“网红”职业在引起
社会关注的同时，也让不少人产生
好奇：陪诊师具体做些什么？真如
网上所说“有时间就可以做”“自
由、轻松”“月入上万元”吗？近日，
记者走近锡城陪诊师群体，带您了
解他们真实的职业状况。

网传“有时间就能做、轻松月入上万”

“陪诊师”，真有这么“香”吗？

10月25日早上7点多，无锡市
人民医院，朱女士在急诊大厅、住院
部、门诊部的几个窗户穿梭往返，帮
万阿姨办理入院前的各项手续，全
程熟练、有条不紊。

朱女士是一名职业陪诊师。在
这单服务期间，她和万阿姨是“临时
家人”。万阿姨的情况，她在接单前
有所了解：万阿姨今年60岁，是一
名肿瘤患者，需要定期到医院化
疗。由于子女工作比较忙，无法每
次都能前来陪诊，职业陪诊师成了
他们无暇分身时的选择。

朱女士告诉记者，万阿姨所需
要的陪诊服务，对于陪诊师而言，属
于较为典型且基础的服务事项。

据了解，目前无锡地区陪诊师
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陪诊（包括取
号、陪同就诊、记录注意事项、陪同
输液等）、办理出入院手续、预约检
查项目、代取药、代取报告等。“在服
务中，我们与患者，既是服务者与客
户之间的关系，也是患者的临时家
人，需要站在病人的角度，为他们就
诊提供必要的帮助，提高他们的就
诊效率，缓解他们就诊过程中的焦
虑和不安情绪。”朱女士说。

在无锡，像朱女士这样的
职业陪诊师不在少数。他们的
工作性质主要分全职、兼职两
类，服务内容、收费并无统一标
准。根据服务内容、模式等不
同，陪诊服务收费标准分为：半
天（一般按4小时计）198元-
300元不等、全天（一般按8小
时计）300-600元不等，代取报
告、取药等服务则是按次计费。

记者询问多名陪诊师了解
到，锡城陪诊师从业人员比较
多元，部分是有医护相关从业
经验的人员，部分属于“跨行业
从业者”，他们中有网约车司
机、家政服务人员、大学生、“宝
妈”等。

云云是“跨行业”兼职陪诊
师的代表。她主业是旅游行
业。由于家中有病人，她长期
在各医院间奔波，久而久之，对
医院和相关护理知识有所了
解，在此期间，她接触到了陪诊
师这个职业，并在一位外地陪
诊师的指导下入了行。如今，
她在无锡做陪诊师已近半年时
间。

“有的患者不想给亲友添
麻烦，或者不愿意让亲友知道
自己的病情，有的则是身边没
有亲友可以帮忙。每一位需要
陪诊的患者背后都有难以言说
的不易。”云云告诉记者，她印
象深刻的是，她陪诊的客户中，
有一位在锡工作的外地大哥，
因发生事故入院，出院时，行动
不便，需要人帮忙办理出院手
续、送上出租车，但他妻子在家
照顾宝宝走不开，他们在无锡
又没有其他亲友，最终在陪诊
师的帮助下，顺利出院。

采访中还了解到，陪诊师
陪诊服务的对象主要为子女不
在身边的老年人、在锡工作的
外地人、需要定期去医院的孕
妇或慢性病患者等，其中，子女
为家中老人下单购买陪诊服务
较为常见。

在网络平台上，对于陪
诊师这一职业的宣传，常带
有“轻松自由”“月入上万”

“入行门槛低”等标签。然
而，记者采访了无锡多位职
业陪诊师了解到，这样的标
签，在一定程度上给陪诊师
这一职业加上了“滤镜”。

“在北上广深等城市，陪
诊师相对成熟，接受度相对
较高，在无锡尚处于冷门、小
众的职业，社会认知度和接
受度也不高，常常有人把陪
诊师与跑腿、黄牛划等号。”
陪诊师真真说，虽然陪诊师
与普通的上班族相比，时间
相对灵活，但由于直接服务
的大多是病人，工作内容其
实更为繁琐，服务也要更为
细致周到，而且服务时间是
根据患者就诊时间来定的，
需要随时待命，清晨、半夜跑
医院陪诊都是常事。

至于陪诊师的收入情
况，记者采访了8位从业3个
月以上、有一定客户资源的
职业陪诊师发现，兼职陪诊
师月薪1000元-3000元不
等，全职陪诊师月薪在3000
元-6000多元不等。

“客户并不是每天都
有。”真真告诉记者，多数陪
诊师单靠陪诊这一项收入，
可能仅能维持温饱，而刚入
行的新人，由于没有固定的
客户资源，可能连基本的温
饱都不能保障。

据介绍，陪诊师尚未被
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陪
诊师并不需要取得相应资
质，给人的感觉是“零门槛”

“有时间就可以做”。实际
上，要做好这一行，并没有这
么简单。仅靠简单的陪伴并
不能长久，需要更为专业的
服务，比如，做好医患之间的
沟通桥梁和“翻译器”，做好
患者的情绪安抚、心理疏导
等。

去掉“滤镜”，现实中的陪诊师，
不仅没有看上去那么美，有时甚至
会伴随一些风险。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要先了解
患者的病情、病史，提前做好功课，
尤其是疫情期间，会做好相应防护
措施。”云云说，但有的患者对病情
讳莫如深，不愿意如实相告，这种情
况下，就会存在风险隐患。此外，由
于需要陪诊的人员多是患者，如果
在陪诊过程中突发意外状况，也会
给陪诊师带来一定的风险。

尽管如此，一些客户的反馈，也
让他们感受到陪诊师这一职业的价
值和成就感。真真曾接待一对年逾
七旬的老人，阿姨在体检期间被查
出体内有囊肿需要手术。可是，老
两口年纪大了，去医院难以应付，孩
子在外地不能及时回来。在服务结
束时，老人感慨，“幸亏有你在，不然
我们老两口到医院都不知道该怎么
办。”

“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服务能
够实实在在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
人，是值得的。”真真说。

这样的价值感和被需要的感
觉，成为他们在职业陪诊师路上走
下去的动力。目前，真真等陪诊师
已组建了团队，经常交流经验、资源
共享。“随着人口老龄化、独居人士
增多、社会观念的改变等综合因素
影响，陪诊师在未来有良好的发展
前景，也有可能成为像外卖员一样
普遍的职业群体。”朱女士说，希望
这一行业可以规范发展，帮助更多
人解决就医不便等问题。

【误解 】

常和“跑腿”“黄牛”
划上等号

【现状 】

子女给父母买服务
较为常见

【特写 】

他们成了
患者的“临时家人”

【提醒 】

避免约定不明
引发法律纠纷

【观察 】

背后隐藏的风险
与未来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