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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 度

从上门保洁到上门整理收纳、从上门清洗家电到

维修智能设备；未来，年轻人“上门代厨”，老年人“上门

护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家服务正在不

断升级扩容。受益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移动互

联网和在线支付的普及，到家服务让国人家庭生活更

加便捷。

到家服务进入万亿级市场行列

到家服务行业是指为客户提供上门服务的企业，其

服务领域包括到家维修、家居服务和家政服务等。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在线支付技术的普

及，以及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到家服务行

业得到了快速增长。《2023年中国到家服务行业发展

情况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通过在线平

台，用户可以方便地预约和支付服务，而服务提供商

则能够通过互联网拓展服务范围和提高服务质量。

这种便捷的服务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客户的寻找成本，

提升了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效率，到家服务的兴起正是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

在过去十年间，随着经济增长、人民可支配收入不断

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得到提升，为到家服务行业提供了坚

实的经济基础，推动了行业的蓬勃发展。

调查显示，到家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在2017年为

4400亿元，2021年起已进入万亿级市场行列，并仍在不

断增长。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习惯的转变，

对到家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使得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并

逐渐形成多元化、多层次、高质量的发展格局。同时，随

着互联网技术和智能设备在到家服务行业中的应用，行

业与平台规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更加丰富，预计市场

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

家政、洗衣、装修、教育、按摩、美容、美甲、美发、厨

师、二手回收……如今，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传统领域服

务，都可以到家。

从业人数增加 提供专业技能服务

经过数个小时的整理、收纳，原本杂乱无章的房间变

得井井有条——随着人们精致生活理念的转变，整理收

纳师这个职业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2021年人社部公

示的新职业目录中，“整理收纳师”被纳入“家政服务员”

类别。

新职业的涌现，促进了到家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数

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事到家服务行业，提供

专业技能和服务，这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政策对到家服务行业的支持也是其快速发展的关键

因素之一。政府在推动共享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方面采

取了积极的举措，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创新、提高服

务质量，并加强对行业的监管等，为到家服务行业创造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

共享经济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服务业需要面对面、同

时同地交易且不可复用的低效率特性，通过“互联网+”

创新使得随时随地、批量复制的服务型消费成为可能，并

且扩大了服务半径，有力提升了服务业生产效率。同时，

共享经济让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被打破，过去未能得

到充分利用的存量资源和劳动力被充分调动，大大强化

了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此外，共享经济降低了创新创业

的门槛和成本，过去必须依赖企业等组织才能完成的商

业行为，如今靠小微个体即可达成，增加了服务供给的丰

富性、多样性。

到家服务覆盖静态动态“家”场景

在家一失手，手机屏幕摔碎了！这时，无论出门维修

还是寄送维修，都需要花费相当的精力和时间成本，上门

维修就成了省时省力的新选择：小程序下单，半个小时后

师傅拎着工具箱登门，经过半个小时的换屏操作，手机屏

幕焕然一新。

仅以上述手机上门维修服务为例，随着业务的高速

发展，这一服务场景正在不断升级，平台正在将单一的手

机维修业务提升为集合手机、智能设备、机器人、无人机

维修等3C数码及家电维修的综合性服务，并且纵向覆盖

更多场景，包括提供原厂配件、高品质配件、安装等多样

化服务。

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共享经济和

到家服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在互联

网和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到家服务行业围绕“家”的场

景充分挖掘用户需求，不但逐步覆盖了家电维修、家居

服务、室内保洁、整理收纳、家电清洗等静态服务场景，

还在向月嫂、家教、老人陪护等动态服务场景拓展，囊

括了居家生活的饮食起居、养老育儿等需求。这些服

务场景的丰富多样化满足了人们对生活便利和高质量

的需求。

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与应用，有效地降低了到家服务

客户的寻找成本，增加了客户与到家服务企业之间信息

的透明度，有效提升了行业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效率。

在这个充满潜力的市场中，诞生了许多到家服务平

台，如闪修侠、Hi维修、91畅修保、神州联保、快可立全国

联保、啄木鸟家庭维修、叮叮快修等。每个平台都拥有自

己独特的特点和商业模式，为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提供

了更多选择和机会。

不过，各平台也存在着不同的经营痛点，例如维修依

赖于精细作业的技术，容易形成透明度模糊导致小病大

修等问题；家政服务则存在劳动者流动性大、专业化人才

缺口明显等问题。

“懒人经济”催生新兴到家服务

近年来，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购买服务”来提升生活幸福指

数，“懒人经济”走进大众视野。“上门代厨”“上门护理”等

新兴到家服务开始涌现。

据某在线平台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 2 月以

来，以“上门代厨”“上门

收纳”等为代表的平台

“上门经济”快速发展，

相关服务订单量环比增

长40%。五花八门的上

门服务形态中，有一部分

还成为时下年轻人的

“刚需”。

随着消费者需求愈

发多样化，“上门经济”所

衍生的新兴职业分工也

更加精细，囊括了生活的

方方面面。除了传统的

家政保洁、家电维修等，

还出现了喂养宠物、代厨

做饭、美甲按摩、化妆理

发、收纳整理等。

美团一项数据显示，

最近“上门代厨”的搜索

量环比上涨533％。部分电商平台也瞄准契机，推

出了代厨的增值服务。部分生鲜产品购买页面下

方提供了私厨上门烹饪、清洁等增值服务，烹饪服

务价格按照烹饪数量计费，6至14道菜的服务费用

在600元至900元不等。

不同领域的上门服务在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

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收纳师自

2021年后逐渐走俏成为最热门的新兴职业之一，

遛狗师也已成为很多年轻人愿意兼职或全职从事

的职业。

如今的上门生意更侧重顾客需求的个性化和

多样化，从业人员更多的是自由就业群体，他们在

线上平台发布服务内容招揽顾客，通过双方协商完

成交易。社交平台在生意达成的过程中发挥着巨

大作用，如微信朋友圈、微信小程序、58同城网、美

团等。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上门服务相关企业共有

1.45万家，涵盖了外卖、家政、洗衣、美甲、按摩、维修、生鲜

等各个领域。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成熟，为花钱买便利

的“上门经济”提供了业态支撑，也是社会分工精细化、专

业化的体现。

上门护理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据国家统计局

统计，2021年，我国患慢性病的老年人已经超过1.8亿，

占老年人总数的65%。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有4400万

左右。失能、高龄、空巢老人的增多，使得很多带病生存

的老年人对上门护理服务需求激增。

当前上门护理服务平台运营主要通过与医疗机

构合作或医疗机构入驻平台的方式，由患者提出上

门护理申请，由平台派遣覆盖范围内的注册护士，提

供专业的护理服务。同时，部分平台还与保险公司

合作，以保险产品为补充，打造“健康+保险服务”的

模式，吸引更多患者关注。提供的上门护理项目主

要集中在基础护理、母婴护理、专科护理、检验服务

等方面。

与生活照护不同，护理是具有不确定性、高专业

性、高风险性和侵袭性的医疗行为，亟须明确医疗规

范以保证医疗安全。《蓝皮书》提出，虽然当前平台主

要依靠专业医疗机构护理人员开展上门服务，但是仍

然面临相关行业规范缺失、护理服务范围及责任不明

晰等问题。此外，由于护理内容多且复杂，不同的护

理内容需要的护士水平不一，如何做好护士分级并根

据护理内容精准派单给护士也是平台继续发展的突

破点。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上门代厨、上门整理收

纳、上门养老为代表的“上门经济”日趋走俏，不仅满足

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还拓宽就业渠道，丰富了

服务场景，让消费模式变得更为自由灵活。不过与此

同时，“上门经济”也面临监管存盲区、消费者维权难、

取证溯源难等问题，需要加强规范引导。

“上门经济”本质上是服务类市场的细分。随着

互联网信息发布功能和社交功能的日益强大，人与人

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快捷，劳动提供方的技能或服

务更容易被消费者看见，更容易与消费者的需求对

接，更容易“变现”。点对点的交流支撑起了点对点的

劳务交易，也激活了上门新业态的创新和消费端的需

求，促进了新兴市场的活跃。

当然，按照当前的监管维权模式，上门代厨、上门

按摩、上门养老等“上门经济”还存在着一些盲区，存在

着不完善、不规范之处，存在着风险和隐患。但总体而

言，“上门经济”顺应了社会和市场发展的潮流，顺应了

消费者和劳动者的需求，是一种积极的、有前景的业

态，其风险和隐患可控，利大于弊。

任何一种市场行为、社会行为、新兴业态的创新

与突破，往往都涉及对旧规则、旧模式的摩擦与挑战，

而规则具有天然的滞后性，总是随着前者的脚步不断

更新、完善、升级。这就意味着，具有创新意义的“上

门经济”与规则之间势必会有一个适应、调试与磨合

的过程。在这个磨合过程中，相关各方对“上门经济”

应该有“开门思维”，而不应该有“关门思维”，不能因

噎废食。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看清“上门经济”的主流

发展趋势，秉持建设性理念观察“上门经济”，梳理“上

门经济”存在的问题，监测和评估“上门经济”的风险，

以包容审慎的态度允许“上门经济”探索发展，建立适

度容错机制，并不断调整监管策略和措施，保障、支

持、引导“上门经济”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对于“上门经济”应该分类分级看待和逐步规范，

不宜一刀切，不宜操之过急。对于达到一定规模，建

立了一定管理制度的“上门经济”活动，应该比照常规

服务业态要求企业或服务提供者取得营业执照、健康证等资质，履行缴税、

劳动保障等义务；对于个人以单打独斗、小打小闹的方式零星、偶尔提供上

门服务的情况，应放宽监管条件，简化监管要求，降低准入门槛，给出更宽

松的监管措施，让上门服务者拥有更自由的市场空间。

监管部门、消协与行业协会、相关网络平台等有必要结合法律法规的

要求，针对“上门经济”业态的特点和问题，制定行业规则与服务标准，推出

各业态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并根据需要不断动态调整，明确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给各方提供行为指引，引导“上门经济”进入发展正轨。

“上门经济”：敞开门也要守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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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3030日日，，湖州市志愿者上门给上强社区湖州市志愿者上门给上强社区

的老年人免费理发的老年人免费理发。。

55月月1010日日，，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网约护士张奕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网约护士张奕（（右右））在在

患者家中进行头部铜砭刮痧治疗患者家中进行头部铜砭刮痧治疗。。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上门代厨、上门

整理收纳、上门养老为代表的“上门经济”日趋

走俏，不仅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还

拓宽就业渠道，丰富了服务场景，让消费模式变

得更为自由灵活。不过与此同时，“上门经济”

也面临监管存盲区、消费者维权难、取证溯源难

等问题，需要加强规范引导。

“上门经济”渐热，新业态涌现

“擅长家常菜，六菜一汤88元，额外付费可

代买食材及打扫厨房卫生……”在某社交平台

上，广西南宁市“95后”自由职业者小陈发布了

提供上门代厨服务的信息。她说，自己不是厨

师但喜欢做饭，兼职做上门代厨后，每月可接10

多单业务。

部分电商平台也瞄准契机，推出了代厨的

增值服务。部分生鲜产品购买页面下方提供了

私厨上门烹饪、清洁等增值服务，烹饪服务价格

按照烹饪数量计费。

当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花钱买服

务来提升生活品质。且随着消费者需求愈发多

样化，“上门经济”所衍生的新兴职业分工也更

加精细，上门代厨、上门收纳整理、上门家政、上

门按摩、上门养老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认为，

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成熟，为花钱买便利的

“上门经济”提供了业态支撑，也是社会分工精

细化、专业化的体现。

面临消费痛点、监管难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但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

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

的除外。这在法律上为“上门经济”提供了支

持，同时也给监管溯源、维权取证增加了难题。

“我们总是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才去被动

‘灭火’，有时还找不到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改革处副处长张宏杰表示，

传统行业的经营者需要登记在册，但“上门经

济”的服务提供者只需与消费者点对点联系，一

旦双方发生劳动纠纷，相关的侵权责任认定、权

益保护难以得到高效解决。

同时，部分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及服务水平

未得到有效认定及相关审核，消费者的权益也

容易受到侵害。以上门代厨为例，相关法律法

规明确禁止未取得健康证明而从事食品生产经

营的行为，但目前部分上门代厨人员只做兼职

工作，未取得健康证明，对食品安全及消费者的

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此外，部分平台对服务提供者的资质审核

及监管也不到位，加之经营者大多没有线下门

店，最终成为市场监管的灰色地带。

规范引导，促进良性发展

受访人士认为，为促进“上门经济”良性发

展，需强化监管部门职能，对“上门经济”

加强规范引导，优化平台服务，为消费者

提供优质服务。

姚华、张宏杰等建议，及时

出台完善相关条例文件，

提供清晰且更具操作

性的行业标准，避

免监管空白。应将相关服务经营主体纳入监

管范围，有效管控平台，完善门槛准入和资质

审核机制。

同时，应针对服务平台及服务提供者出台

相关管理条例，明确此类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规范网络平台的用工程序，严格建立健全合同

制度。相关平台要切实履行并加强服务资质审

查责任，做好各类资质证明、健康证明的备案检

查工作，同时将上门服务的资质审核和顾客评

价挂钩，补足资质审核的短板。

在权益保护方面，服务平台要畅通消费

纠纷解决渠道，完善投诉及评价机制；市场监

管部门可与公安、商务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强化沟通协作机制，形成更加有力的统一维

权网络，为消费者和上门服务人员提供维权

途径。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20222022 年年 1010 月月 99 日日，，福州市台福州市台

江区瀛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江区瀛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

医生陈铭医生陈铭（（左左）、）、主管护师李凌弦前往主管护师李凌弦前往

签约居民家中提供医疗服务签约居民家中提供医疗服务。。
（（本报综合本报综合：：人民网人民网 江苏经济报江苏经济报 哈尔滨日报等哈尔滨日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