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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其中外地病人到上海就医的

陪诊占一半左右。异地就医陪诊这

种刚需也已经存在多年，患者如果

计算下来请陪诊的费用比节省下来

的其他成本低，那么就会愿意花钱

请陪诊。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从业者，对

陪诊成为刚需的共识已经达成，这

样的环境下，行业的规范、从业人

员的资质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各地正在探索对陪诊人员的规

范化培训和建立行业标准，而已经

有一定经验的陪诊企业成为重要的

参考标准。黄俊介绍，优优陪诊的

创始人之一郑海燕参与了上海开放

大学“养老服务陪诊师”培训班的

授课和课程体系研讨工作。

大病、重病更需要专业陪诊

这一轮热潮中，陪诊企业开始

明确自己的专长，专注于自己的细

分市场。

盛诺一家之前的业务是为中国

患者赴海外就医提供专业服务，是

国内做海外医疗旅游业务的头部企

业之一，成立已经有 13 年。今年 3 月，

这家企业推出面向国内医院就诊服

务的“医疗级陪诊”业务，为肿瘤

病人提供国内一线大城市的陪诊服

务。

“我们 13 年前开始做的工作

实际上也是陪诊，是跨国的癌症陪

诊。”企业创始人蔡强告诉记者，

肿瘤诊治是最为复杂、对陪诊师要

求最高的一个病种，企业基于过去

海外就医陪诊业务上积累的丰富经

验，将业务聚焦于肿瘤疾病的陪诊

服务。

优优陪诊也提出自己的专长是重

疾病人的医疗陪诊，强调与普通陪诊

的差别。黄俊表示，围绕重疾病人，

未来公司还可以延伸服务，比如为客

户提供术后康复的陪诊等等。

重病、疑难疾病、大病的异地

就医……这一类患者对陪诊的需求

很大，对陪诊员专业能力的要求更

高。近年来新成立的陪诊公司中，

很多都想抢占对人员素质要求更高

的重疾病陪诊市场，因为重疾病患

者往往病程长、看病流程复杂，具

有更强的“黏性”。

商业化的陪诊服务，为有支付

能力的人群提供服务，而那些经济

困难的人群，则需要公益性的托底

服务，在这方面，政府购买第三方

服务的方式可能会成为主流。

客观需求的存在，给陪诊行业

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本轮热潮

虽然不及上一轮那样高调，但一批

优质企业很可能在市场锤炼中脱颖

而出。

的身边，陪诊企业仍旧在，但行业

没有大发展。

再次听到陪诊企业获得商业投

资的消息，已经来到 2023 年。2023

年 12 月，南京鲸鱼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简称“鲸鱼陪诊”）宣布获得

数千万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投资

方为某央企大健康产业投资基金，

以及上市公司创新投资基金。

过去的一年，陪诊行业“复苏”，

企查查显示成立时间在过去三年内

的陪诊公司数量有 400 多家，形成

了一波注册高峰。

如今的陪诊服务，“刚需”特

征更加明显。上海的陪诊企业优优

陪诊成立于 2021 年，促发几位创始

人投身行业的原因，是疫情中的特

殊经历。优优陪诊首席运营官黄俊

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因为子女无法

到场，创始人之一经常陪邻居老人

去医院看病。

黄俊介绍，截至今年 2 月，公

司的陪诊服务已经累计达到一万多

　　过去的一年，陪诊行业“复苏”，企查查显示成立时
间在过去三年内的陪诊公司数量有400多家，形成了一波
注册高峰。

下图：上海开放大学

面向社区学员的陪诊

师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