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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隐私问题实际上是“代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作为监管部门，既需要对新经济、新模式有一定的容忍度，又要将

监管作为一项长效机制，对一些违背公序良俗、普世价值的做法、行为坚决打击。

多的场景都有代驾的身影。比如说，

早上去医院挂号，一时找不到车位

怎么办？只要叫个代驾司机去停车，

自己去挂号排队就是了。在任何场

景下都多了一个备胎司机，开过车

的人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实用的服

务了。一家代驾公司的数据显示，

2018 年单月收入最高的代驾司机来

自深圳，以 27310 元的收入高居榜

单首位。屈居亚军的代驾师傅来自

于上海，12 月份单月收入也达到了

24175 元。

不过，相比于代驾、代送这类

刚需，市场上其他形态的“代经济”，

   “懒人”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似乎不如想象中的那么乐观。

“中国每年有 33 亿人次就诊，

单是北京每年就有 2.3 亿人次外地来

京者就诊，每天有 70 万外地来京就

医的病人，67.5% 的人看病有人陪诊。

对于 e 陪诊来说，只要解放 1% 的人

就是60亿元的市场，代人陪诊‘钱景’

不可限量。”某陪诊业务创始人岳

建雄曾信心满满，但公司不过成立

一年多，岳建雄就离任了，据传是

因为项目创立之后进展并不顺利，

已内部破产清算。

而主打“让人人吃上家里饭”

的“代做饭”平台“妈妈味道”，

忽然之间，我们的生活已经被“代

经济”包围。

从单纯的代跑腿业务到代相亲、

代哭坟、代道歉的情感类需求一路

延伸到吃喝玩乐游住行……只有你

想不到的，没有人家不能代替的。

这些“脑洞大开”“热火朝天”的“代

职业”到底存在着怎样的问题？

真需求，伪经济？

代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花

钱买别人的时间和专业技能。在社

会高度分工的时代，花钱找更专业

的人做事，将自己从繁琐的生活中

解放出来的确有助于提升效率。

正是看中了服务匹配效率提升

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当“共享经济”

的浪潮过去，资本市场已经在“代

经济”领域屡屡出手。

发力最明显的是代驾市场，目

前，中国仅代驾司机用户规模已超

1.5 亿，滴滴代驾、e 代驾等代驾产

品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一个活

跃在一二线城市的全职代驾司机，

一个月跑下来能有过万的收入。

之前国内对代驾的认知，还局

限于酒后的夜间场景，实际上从汽

车保养、修车甚至验车，甚至可以

细到包括洗车、加油、旅游等等更

下图：周末晚上是代

驾最忙碌辛苦的时

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