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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存在行业乱象

作为新兴职业，陪诊行业还存在诸多问

题。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没有行业规范与监管，

陪诊行业存在入行门槛低、无需资格审查、

无收费标准等问题。

小马在陪诊中发现，几乎所有老年客户

都由其子女帮忙联系陪诊员，并且对父母谎

称陪诊员是自己的朋友，要求陪诊员不要暴

露身份。他说：“老年人不理解陪诊行业，

有的不信任陪诊员，有的担心子女花冤枉钱。”

此外，个人在社交平台接单的陪诊员较

为混杂，各行各业都有。“还有宝妈、自由

职业者也加入进来，没有相关部门对陪诊员

的健康状况、学历状况、犯罪记录等做审查。”

小马说。

另外，陪诊收费标准不统一。有的按项

目数量收费，有的按时间收费，陪诊价格从

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小马还遇到过同行恶

意竞价情况。“原本我们小圈子里自己定了

收费标准，但有些人为了抢客源而低价揽客，

却无人监管。”小马无奈地说。

在安全方面，陪诊员也有自己的顾虑：

“在陪诊过程中，如果患者突发疾病或者摔倒，

我需不需要担责呢？”对于患者而言，在陪

诊过程中，尤为担心的则是财产安全和人身

安全。“我担心打麻醉后陪诊员窃取我的贵

重物品和钱财。”患者赵女士说。

对于涉及患者隐私的病情，医院有相关

规定，医生要为患者保守医疗秘密。但对于

陪诊员，则完全依靠道德约束，这也是大多

数顾客担心的问题之一。

“陪诊员火了，也有一些浑水摸鱼的人，

成了‘医疗黄牛’。”云南某医院门诊部的

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记者，因相关政策和法

律法规不健全，管理不规范，一些人以陪

诊之名售卖专家号，还有的陪诊员其实就

是“医托”。

  建议：多方努力促规范

云南某医院门诊部的负责人表示，职业陪

诊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诊治效率和服务质

量，对于该行业不能一竿子打死，应尽快完善

法律法规，建立行业标准。此外，还可发动社

会力量，如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开展陪诊服务。

对于陪诊服务的监管，云南省阜外心血管

病医院已建立起一套考核体系。刘正楠建议：

“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职业陪诊员的监管，陪诊

平台和机构应完善考核机制和建立投诉渠道。

而一些医疗机构也可参与进来，对陪诊员进行

培训，让这个行业更加规范。”

针对陪诊责任认定的问题，云南盟志律

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魏德熙表示，应根据陪诊员

的服务范围来划分担责范围，如果陪诊员与患

者事先约定的服务事项仅限于取药、排队取号

等跑腿性质的服务，那么陪诊员无需承担患者

在就诊过程中的意外风险。而如果陪诊员与患

者事先约定的服务范围包括陪同就诊的全流程

时，在服务过程中，陪诊员就有义务确保患者

的人身安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陪诊员的服务对象本

就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突发疾病和意外的隐患

较大。因此，魏德熙建议，为保障陪诊员与患

者双方的权益，避免发生纠纷，在提供服务前，

患者应将自身的健康状况和潜在健康风险主动

告知陪诊员，有利于陪诊员预见和评估风险，

陪诊员也可与患者签署免责协议，对于不属于

自身服务范围、自己无法预见和规避的风险予

以免责。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外勤陪检员李

桃，通过 5 年的学习和工作，逐渐从一名家庭

主妇成长为医院里的外勤陪检员骨干。她说：

“陪诊员也应多学习医疗知识，并增强服务意

识，不要只当‘跑腿’，更要当医患间的‘桥梁’，

为患者提供人性化和专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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