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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Subject)：就醫陪診服務成為中國大陸獨居老人居家養老的痛點
和難點 亟須陪診師規範化

商情類別(Category)：
國際醫療 Medical Service    □文創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連鎖 Chain industry         □資訊服務 I.T.

□能源 energy industry        □印刷 printing

□美容美髮 Beauty industry    □中藥批發 Chinese Medicine

□物流 Logistics              □一般綜合 General

來文單位(From)：台灣貿易中心廣州代表處
內文(Content)：

逐漸老去的父母在面對數位化診療時無法獨自應付，自己工作

走不開，身邊又沒有兄弟姐妹可以搭把手，這成為很多獨生子女的

痛點。而這樣的痛點，在中國大陸很多城市催生了一項新興職業

「陪診師」。陪診師是近年來新興的職業。小到取號、候診、送病

歷，大到跨城市問診等，陪診師這一角色幾乎可以貫穿病人看病的

全過程。

「家人是 120 送到杭州的醫院，我趕到急診中心的時候，門口

就有人主動上來兜售陪診服務。」一位上海市民表示，以前沒有接

觸過這樣的服務，不知道對方是否有資質，也有些擔心是醫托，當

時就沒有接受。「但萬一碰到自己有事走不開的時候，還是很希望

有『正規軍』能夠提供這樣的服務。」他表示。

在應用程式「閑魚」上搜索陪診服務，有大量的個體服務方可



以選擇，價格也都參差不齊。在廣州，絕大部分陪診師收費以時間

為計，基本以半天人民幣 300 元、全天人民幣 500 元的價位為主。

此外，陪診師們還對於服務的專案提出一些明確的要求，比如需要

提前一天預約，取送報告另外收費，不墊付任何費用等。而對於一

些急症、重症、傳染類病人和精神類相關的病人，陪診師還提出了

額外的說明，有些明確表示不接，有些提出需要家屬陪同的需求。

還有一些從事陪診服務的人表示，接單也並不容易，與醫療相關的

接單很可能會被平臺刪帖。

陪診師的需求日益擴大，與中國大陸步入老齡社會高度相關。

中國大陸民政部發佈最新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2022 年底，中國大

陸 60 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過兩億八千萬人，占總人口的

19.8%。在養老模式方面，「『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

體系建設規劃」明確中國大陸將建設「9073」養老格局，即 90%

老人在社區的協助下居家養老，7%的老人進行社區養老，3%的老

人入住養老機構。灼識諮詢發佈的「銀髮經濟藍皮書報告」顯示，

2022 年，中國大陸每千名老年人口養老床位數約為 39張。

居家養老為主的格局下，60周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看病

難」問題逐步凸顯。儘管市場需求龐大且處於成長態勢，但在供給

端，「陪診師」的行業發展還處於「無序」狀態。行業准入門檻低，

缺乏統一、專業的管理，服務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是跟家政公司綁

定在一起，有的是通過社交平臺接單的陪診師個人或者小型工作室，

整個行業沒有體系化和標準化的服務。缺乏專門的培訓、服務規範



和收費標準，想要找到一名合格的「陪診師」，有點像開盲盒。就

醫陪診服務成為很多獨居老人居家養老的痛點和難點。

由於老人的身體狀況千差萬別，人們在尋找服務的時候有諸多

的個性化需求。有專業人士表示，比如行動不便的老人和阿爾茲海

默症的病人在陪診方面的需求顯然是不同，還有一些老人在面對可

能罹患腫瘤的診斷時，如若陪診師有一定的心理學知識，或可幫助

老人渡過心理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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