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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看重庆100家养老院，走，蹭饭！”
来自重庆的九九是一名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在

一年时间里，她探访了超过100家重庆养老院，向
有养老需求的受众人群介绍各个养老院的环境、餐
食、服务、价格等情况，并接受人们的咨询。

“经理人，经纪人，还是中间人？做我们这一行
的好像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九九深有感
触地说，作为从业者，她既感受到市场对这一行业
的现实需求，也承认这一行业仍处在发展初期，还
有许多需要规范的地方。

老龄化趋势下老龄化趋势下，，助力助力““养老居间服务养老居间服务””

养老养老““中间人中间人””站上新风口站上新风口？？

作为连接供需两端的
人，越来越多养老“中间
人”开始崭露头角，在偌大
的养老服务市场中凭借信
息差谋生。此前，“养老中
介月入10万元”的话题登
上热搜榜，引发关注。

“把老年人送到合适
的养老院，这对于每一个
家庭来说，都是绝对重大
的选择。”九九觉得，在这
种重大的选择和需求之
下，需要有更为专业的人
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来为这
些家庭提供服务。

“整个行业其实是处
在一个摸索期。一方面是
客户的需求，其实很多客
户自己都不太清楚，究竟
住养老院还是选择居家养
老更适合自己，在一些刻
板印象和实际需求的冲突
下犹豫不决。另一方面，
养老服务供给方也在摸索
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以及这些养老服务是否能
够支撑一个企业的发展。”
九九说，作为连接需求方
和供给方的“中间人”，要
服务好客户的需求，需要
耗费漫长的时间周期和大
量的精力。

“我是一家一家养老院
实地跑，通过自己的观察反
映真实的体验。实际上，很
多时候来咨询的家属和老
年人之间，甚至是家属和家
属之间对于接受养老服务
的意见都有分歧，这需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去和他们沟
通，了解他们的痛点，再去
给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方
案，但最后他们是不是选择
入住，还得尊重他们的意
愿。”九九告诉记者，在重
庆，作为养老经理人介绍一
名老年人入住养老院，大概
能拿到20%到30%的佣金，

“远远达不到月入10万元”。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

通过介绍养老院收取过一
笔佣金。”王先生告诉记
者，在自己发布养老院测
评内容后，有不少粉丝向
他咨询，但通过咨询决定
入住的人并不多。据王先

生探访观察，即使是在上
海这样经济发达的一线城
市，养老院的整体入住率
仅在60%左右。“在目前的
这一代家庭中，去养老院
养老往往还是一种‘万不
得已’的选择。”

刘莹莹告诉记者，从
一名“养老小白”到“养老规
划师”，她经过了一系列专业
的培训。“接受了公司系统专
业的培训之后，我才了解养
老院的整个体系是如何运作
的，配套的医疗、餐饮、设施
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大环
境是，很多人没有经过任何
培训，就直接以养老规划师
等身份自居，不专业的服务
可能会误导很多人。”

多名从业人员向记者
坦言，现下正是养老“中间
人”野蛮生长的时期，不乏
规则不够明确导致行业内
鱼龙混杂、养老经纪人责
任感低下、机构间的业务
黑幕等乱象。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郑
翔分析，养老经纪业务的
出现反映了市场对此类服
务的需求。养老“中间人”
连接了供需双方，不仅能
为老人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还能对大众进行市场
教育，他们不仅是中介，还
是养老知识的传播者。同
时应注意的是，当前该行
业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可
能出现言论误导、弄虚作
假、为了利益欺诈客户等
情况。因此，相关部门有
必要进行干预和引导，推
动行业规范发展。

郑翔建议，在市场监
管方面，应及时制定准入
规则及行为规范，如要求
在管理机构报备、注册等；
及时处理、公布已发生的
不良事件；对机构发布的
内容进行预审和常规检
查。行政机关可以主动搭
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
群众提供更为可信、准确
的信息，但同时也要允许
民间同类信息平台的存
在，以便更好地把信息传
达给消费者。（法治日报）

记者调查发现，站在养老
“中间人”的发展“风口”，一些
人走“歪”了。

“×叔您好，我是小×，我
们公司有个旅游活动，邀请一
些老干部来参加，我把您的名
报上去了，您来多给我们提一
些宝贵的建议。”来自浙江杭
州的胡女士今年4月入职了
一家养老服务机构后，收到了
一本“话术手册”。

“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单
纯的销售工作，作为养老推荐
官去和老人接触。但看到这
些销售话术，觉得不对劲，就
赶紧辞职了。”在胡女士展示
的“话术手册”中，记者看到，
其不仅写明了如何邀请老年
人实地参观养老机构，如何对
老人“嘘寒问暖”，甚至标明了

“尽量避免3人或3人以上，
尽量避免带小孩的老人”等注
意事项。

“‘活期取钱工作’要和客
户沟通好，可以充当客户孙

子、孙女或者亲戚取款，不可
紧张，要自然。陪同取款路上
不谈产品、不谈钱、不谈小
孩。对于有意向当天未成交
的客户，平时打电话关心、增
加感情。”胡女士告诉记者，这
样大费周章的最终目的，是劝
服老年人向养老公寓储值，以
年为单位预交养老费用，“一
次需要几万元”。

记者检索发现，这样打着
“养老服务推荐”的旗号诱导
老年人预付养老费用的套路，
近年来层出不穷。2023年6
月，广东广州某养老公寓因收
取大量老年人超半年的预交
款涉嫌非法集资；同年12月，
重庆某养老产业有限责任公
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
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有许多人给自己冠上
‘养老经纪人’‘养老推荐官’
‘养老规划师’的名号，用分红
和便宜的养老费用诱使老年
人一次性进行大资金投入。”

九九说，据她了解，还有个别
“养老经纪人”打着“带老人旅
居”的旗号推销保健品。

“根据我的观察，现在不
少养老中介不仅不去了解客
户需求，对于养老院本身也不
了解，更不会实地去养老机构
探访，只是拿着一些养老机构
提供的视频发到自媒体账号
糊弄客户，最终目的只是促成
交易拿到提成。”九九说。

记者通过自媒体平台随
机咨询了两名养老中介，两
名中介在仅了解老年人的年
龄、所在的地区后便开始了
大量推荐，既不询问老年人的
身体状况、自理能力等，对于
报价所包含的收费明细也不
作解释。来自上海的养老中
介向记者推荐了多个均价每
月1万多元的养老院，在感受
到记者没有进一步咨询意愿
的情况下，该中介提出可以

“免中介费”，同时如果选择参
观，可以配车接送，安排餐食。

所谓养老服务“中间人”，
主要是为有养老需求的老年
人及家属提供相关行业信息、
实地探访养老机构后为其按
需筛选推荐等，从中收取一定
的费用。

“养老经理人”，是九九给
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定义。“我以
前在养老院工作了两年，后来
开了一个适老化产品店，做起
了自媒体。3年前，我以前在
养老院的同事邀请我去他们那
拍探店视频，视频发到网上后
有不少人咨询。我就发现这好
像是一个可行的路径。”

九九意识到，越来越多的
家庭有养老服务的需求，却找
不到合适的养老院、不了解养
老服务市场等。于是，她便把
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服务有养
老需求的家庭上来。

她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工
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开发合作伙伴，包括各类
养老院，还有一些做适老化改

造、居家养老的团队等，给养
老家庭提供更多的选择。

面对具有养老需求的家
庭，每个家庭遇到的困难和需
求都不一样，帮他们分析具体
需求，匹配相应的养老服务机
构。带着顾客参观心仪的养
老院，在顾客拿不定主意的时
候提供专业的建议。若顾客
在接受养老服务的过程中遇
到不满意的地方，介入并协助
顾客争取权益。

将探访养老院的视频剪
辑发到自媒体账号，并同步科
普关于养老方面的知识。

“3年前，和我做同样事
情的人很少，我可以说是第一
批‘吃螃蟹的人’。”九九说，而
随着银发经济的发展和养老
需求的上涨，现在有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了养老服务“中间
人”的队伍。

河南“00后”女孩刘莹莹
就是其中之一。两年前，她勇
闯养老赛道，“那时我刚从市

场营销专业毕业，机缘巧合下
来到了一家养老院工作，成为
养老规划师”。刘莹莹最主要
的工作是根据客户的实际情
况，用专业知识匹配其需求。
此外，刘莹莹还负责统筹入住
老年人的日常体检、餐食等服
务，是老年人在该养老院生活
起居的“总负责人”。

来自上海的王先生则是
在半年前做起了自媒体“养老
博主”。“去探访养老院，我会
作为一个‘提问者’去帮助大
家了解这个养老院的具体情
况、各种细节，除了养老服务
推荐，我也想通过科普让大家
知道一些既有的政策、配套和
福利，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更
好的养老服务。”王先生说，他
觉得养老服务“中间人”角色
很有存在的必要。除了提供
养老院探访、养老好物科普及
养老知识科普之外，他也会接
受粉丝咨询，推荐自己了解的
合适的养老院。

打着养老服务旗号
诱导老人大额投资

发展初期亟须监管
及时制定准入规则

养老服务需求旺盛
“中间人”连接供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