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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护士”快步走进人
们的生活。有媒体统计，自去
年底以来，国内已有十余个

“网约护士”平台陆续上线。有
了“网约护士”，需要打针、换
药、拆线等专业护理服务的市
民就不必再费劲巴力地往医
院诊所跑，拿出手机到平台上
下个单，与平台签约的执业护
士就会上门服务。

“网约护士”的出现及其快
速发展有其必然性。这不仅因为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早已让

“网约护士”的存在成为一种可

能，更是因为，医护方面的诸多
问题也早已确证了“网约护士”
存在的必要性。作为医疗服务体
系的必要环节，“网约护士”可以
上门提供打针、输液、采血、换
药、导尿、吸痰、造口护理、拆线、
雾化治疗以及产前产后护理等
多种服务，虽然收费往往要高出
不少，但为有需要的市民省掉了
跑医院诊所的麻烦——— 至少对
数以亿计行动不便的老人与残
障人士而言，这样的麻烦很可能
就意味着难以承受的重担。在这
个意义上，“网约护士”堪称应运
而生。

始生之物，其形必丑。作
为一种新生事物，“网约护士”
的价值与问题同样明显。舆论

场上，多数人对“网约护士”给
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种基于互
联网的护理模式创新不仅及
时呼应了市场需求，也是对专
业护理资源更充分的发掘利
用。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对

“网约护士”不大放心。总体而
言，大家主要担心如下两点：
其一，在绝大多数地方，护士
多点执业的合法性还是个问
题。到目前为止，除北京、天
津、广东等试点地区外，护士
脱离注册执业地点上门服务
尚有非法执业嫌疑。其二，专
门性的行业规范暂付阙如，相
关各方的权责不够明确，监管
难度较大，容易出现服务质量
乃至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一直有论
者呼吁，尽快出台专门性的政
策、法规，赋予“网约护士”以
应有的合法性，并对相关各方
的权责作出明确规定。这样的
呼吁当然没错，缺少明确的政
策法规，行业规范程度与监管
质量就会大打折扣。但是，鉴
于“网约护士”还处于“草创”
阶段，行业监管理当表现出必
要的包容审慎。对这一应运而
生的新生事物而言，只有给足
必要的“试错”时间，其“自理”
能力与潜在问题才能有较为
充分的呈现。而后者正是相关
的政策法规的出台前提与基
础所在。否则，迫于某种舆论
压力或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

动机，在时机并未成熟的情况
下匆忙出台有关政策法规，并
以此为依据实施监管，监管质
量难有保障不说，还很可能会
因过度干预而损害了“网约护
士”的正常发育与发展。

对“网约护士”监管而言，当
务之急也许并不是出台专门的
政策法规，而是盯紧并管好“网
约护士”平台这个关键环节。其
实，现有法律法规已为“网约护
士”提供了必要的行业规范，关
键在于，平台一方是否能尽到应
有的“主体责任”。现阶段，监管
部门的主要任务在于做好对“网
约护士”平台的监管，“逼”着平
台严格依法依规做好签约护士
的资质审核与服务管控。

“网约护士”靠不靠谱，关键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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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免密支付”，银行不该替持卡人做主

□何勇海

据统计，带有“小额免密免
签”功能的卡片，目前全国已发
出超10亿张。而近期银行卡这
种小额免密免签支付默认功能
颇受争议，为此新华社记者对
此进行了系列报道，引发了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6月27日新华
网）。

银行卡小额免密免签，也
就是“一挥即付”，在1000元额
度内，不需要输入密码和签名，

就能完成支付。这样的双免，确
实有着较强的现实需求——— 银
联卡持卡人在加油、购买火车
票、高速公路缴费以及在各大
商场购物等情形之下，往往会
追求快捷方便，免密免签就可
大大提高支付效率；对于经营
单位而言，也可提高收银效率，
缓解顾客排长队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是，银联卡小
额免密免签功能默认开通，不
需要征得持卡人事先同意，这
是不合理的。其实，在2015年中
国银联推出小额免密免签支付
功能时，就要求成员机构采取
多项措施，保护消费者的知情

权，在其业务规则中，就明确规
定发卡机构、收单机构在业务
开通前应履行向持卡人告知的
义务。真不知这项功能为何最
终变成了“默认”开通？在消费
行为中，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是消费者的法定权利，不容被
随意践踏和侵犯。而银行默认
开通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功
能，至少是对用户的自主选择
权、知情权的无视。

默认开通小额免密免签功
能，银行有推责之嫌。不少持卡
人表示，开卡时不知银联卡小
额支付双免，在消费时才知道，
钱“嘀”一下就被刷走了，万一

卡丢了，很可能被盗刷啊！支付
宝、微信的小额免密支付，还可
设立手机密码或指纹解锁作为
保护；银联卡一旦丢了就相当
于直接丢钱。而银行不与客户
签订相关的风险协议，就有推
卸责任之嫌。虽说银联为持卡
人设置了专项赔付金，提供72
小时失卡保障服务，但银行卡
到底是否被盗刷等问题，会面
临着无尽的扯皮。万一银行卡
丢失未能及时发现，损失便难
以追回了。

出于保护用户的自主选择
权、知情同意权，也出于保障用
户的资金安全，银联卡“闪付”

不如默认为关闭，开通需申请，
这才符合保障用户权益的法治
精神，在程序上也才是最科学
合理的。通过申请开通这一道
严格程序，银行可充分有效地告
知用户关于银联卡“闪付”的内
容和风险，并让其签字确认，更
有利于减少双方的损失。给用户
创造便利，应建立在资金安全和
尊重用户的基础之上，有了安全
与尊重，再谈寻求一种更稳妥、
更符合常规、更易被用户接受的
推广方式，让有需求的人选择
开通，无需求者则可不开通。

葛公民论坛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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