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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模糊 上岗一问三不知

近日，北京市民张女士购买
了打理衣橱的上门服务，体验后
却大失所望。“两位技师都亮出了

‘国字头’单位颁发的‘高级整理
收纳师’证书，但大半天过去，连
四季衣物都没分好类。”张女士感
到困惑：“专业性体现在哪？”

刚考取证书的收纳师胡因因
也有同样的疑问。入行不久后，她
参加了某机构 5880 元含证书的培
训班，却仍对上门实操一头雾水。

“讲的都是很基础的理论，例如器
皿要按‘里高外低’原则摆放，对入

户服务没有实际帮助，承诺的介绍
工作也并未兑现。”

记者调查发现，作为新工种，
整理收纳行业尚缺乏准入要求，
由此滋生培训考证乱象。发证机
构五花八门，或是打着国家机构
旗 号 ，或 是 以 行 业 协 会 为 噱 头 。
据从业五年的收纳师张熙观察，
在目前客源不足、市场定位尴尬
的 情 况 下 ，卖 课 比 接 单 更 赚 钱 。

“很多机构利用初学者渴望‘一证
傍 身 ’的 心 态 ，办 起 了 三 无 速 成
班，证书给钱就能拿”。

相较于收纳界的“证出多门”，
在汽车陪练行业，向来没有“从业
资质”一说。拿到驾照3年后，王先
生成为有车一族，打怵上路的他决
定找个陪练。出乎意料的是，对方
跟自己一样蒙：“让我调整反光镜
减少视野盲区，却弄不明白究竟怎
么调，只说靠经验。”

“有车有驾照就能开张。”张宏
涛陪驾 3 年，当初正是看中了门槛
低才入行。“去驾校当教练要考证，
还对驾龄有要求，倒不如接点陪练
的活儿。”但他坦言，有时候挺心

虚：“我车技不错，但讲不清原理。
有的陪练更过分，用报废车改装成
教练车。”

除了准入机制不明确，有的
新 工 种 连 定 位 都 很 模 糊 ，陪 跑
族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记 者 在 某 头
部 跑 友 网 站 上 看 到 ，从 业 者 的
职 业 认 知 参 差 百 态 。 有 人 展 示
了“ 国 家 二 级 运 动 员 ”“ 健 身 教
练 资 格 证 ”等 证 书 ，主 打 跑 步 技
巧 辅 导 。 有 人 仅 强 调 自 己 身 强
体 壮 ，目 标 客 户 为 需 要 安 全 保
障的夜跑女性。

近年，一批生活服务业新工种蓬勃而起，满足更加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在准入、服务、收费等方面存在漏洞。生活服务业新工

种如何告别野蛮生长？受访专家认为，应健全行业准入和职业资格制度，指导出台服务和收费标准，并由平台、行业协会将其纳

入监管体系，推动新工种走上专业、规范的发展道路。

遛娃师、陪诊员、汽车陪练、整理收纳师……近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精细化，一批生活服务业新工种蓬勃而

起，不断刷新“职业版图”。然而，“新”既代表着空间广阔、潜力无限，也可能意味着标准模糊、无规可依。记者采访发现，不少新

职业在准入、服务、收费等方面存在漏洞，甚至挂羊头卖狗肉，在“新”马甲下干着“旧”勾当。生活服务业新工种如何告别野蛮生

长？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个性化服务花样“上新”，走俏如何不走偏？
专家建议，健全行业准入和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服务和收费标准，并将其纳

入监管体系

服务混乱 收费看人下菜碟

“我报的是500元8小时的陪练
课，被层层加价至1000元。”让王先
生没想到的是，陪练不仅不专业，更
大的坑在费用。在重温过加减挡、
转弯等基本要领后，对方重新掏出
一张价目表并解释说，网上的报价
只是课时费，学习倒车入库、环岛行
车等复杂项目要另算。王先生当即
提出退款，陪练也很强硬，“那要扣
三成违约金”。

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发现，陪练
每小时的收费在 40~120 元不等。
张宏涛觉得，其中很可能有猫儿腻：

“先低价揽客再变相收费，已经成为
业内潜规则。”他无奈地表示，一旦
口子开了，市场秩序就此被搅乱。

在 收 纳 行 业 ，收 费 混 乱 、不
透 明 的 情 况 也 不 鲜 见 。 张 女 士
告诉记者，自己跟收纳团队谈好
的价格是每人每小时 200 元，对
方保证一天之内完工。然而，两
位收纳师到傍晚才理了一半，清
出来的衣服胡乱堆着。“他们分
工分了半小时，又经常重复理同
一堆衣服，最后告诉我第二天接
着干。”看着满地狼藉，张女士只

得继续掏钱。
“正规机构按照‘延米’收费，也

就是用衣橱横向延展长度乘单价。”
张熙表示，行业发展仍处在初级阶
段，收纳服务通常无合同、无协议，
难以评估工作效率、成果，商家得以
随意解释服务内容和费用，验收时
即便顾客不满意，也有理说不清，缺
乏维权证据。

“整理收纳尚属中高端消费，客
户多是条件优渥的主妇或追求‘断
舍离’的年轻白领，他们对价格不敏
感，甚至愿意花钱买‘概念’，这给了

不少机构可乘之机。”张熙说。
对于兴起时间更短的陪诊行

当来说，收费乱象更为突出。涂琳
曾是北京一家二级医院的护士，现
为某陪诊团队的专业陪诊员。她
向记者透露，由于很多患者是异地
就医，有的同行只做“一锤子买
卖”，看人下菜碟，“遇见患急症
的、赶时间的患者，他们就坐地起
价”。更有甚者，一些医托、号贩子
App 摇身一变成了陪诊网站，“在
新身份的掩护下，继续干着刷号、
囤号、卖号的生意”。

助推“小散乱”变身“正规军”

很多生活服务业新工种并非横
空出世，而是自传统业态衍生而来，
但却游离于政府对母行业的监管之
外，处于“无准入门槛，无服务标准，
无主管单位”的三无状态。多位受
访专家表示，新工种的涌现有利于
活化经济、稳定就业，应采取包容审
慎的监管方式，尽快对职业行为作
出界定，助推新工种在合法合规中
走向壮大。

“引领新工种健康发展，亟须从
国家层面建章立制。”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

林认为，要明确业务主管部门，设定
合理的准入门槛，建立统一的职业
资格制度，并对从业机构进行审批
或备案制管理；出台各行业培训、服
务、收费标准，量身定制监管方式，
既打击非法经营、恶意竞争，又为新
工种发展留足空间。

盘和林建议，可分两个阶段将
新工种纳入“正规军”：“行业初启
时规模较小，应以平台作为监管支
撑点，通过监督平台来规范交易行
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随着行业
成长成熟，主管部门要协助组建行

业协会，以低成本的方式将小微企
业和个体户纳入其中，完善新业态
标准体系，提升服务水平。”

对于从业者来说，摆脱“小散
乱”也是共同心声。涂琳希望，陪
诊员能尽快有个“名分”。“只有市
场规范了，黄牛、医托不存在了，专
业陪诊员的价值凸显，行业才能走
远走稳。”

张宏涛觉得，对陪练服务的价
格管控迫在眉睫。“如果人人都虚标
价格再做手脚，这个行业哪还有信
誉可言，迟早走向没落。期待监管

出手纠偏，打掉这股浮躁之气”。
北京星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郝旭东提示，新业态从业者参加
培训、报考证书时要仔细甄别，可
到权威网站查询该工种是否纳入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若发现有机
构打着官方旗号收费发证，应及
时向相关部门投诉。同时，消费
者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注意核
实服务提供主体的经营资质，并
与之签订合同明确权责，确保自
身权益不受侵害。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