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浪潮下，很多生活“痛点”被治愈，家政却还是个攻不破的“堡垒”。一边是大量资本涌入，在线家政企业
增加，一边则是信息不对称、技能良莠不齐等问题仍然存在。近年来，尽管我国家政市场取得长足发展，但“介绍的
阿姨难靠谱、好的阿姨留不住”现象仍一定程度存在。

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近3000万人，市场规模约1.6万亿元。为何万亿市场难寻“放心阿姨”，
互联网时代家政“困局”怎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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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约1.6万亿元 从“找不到”到“挑花眼”

万亿市场难寻“放心阿姨”

从“找不到”到“挑花眼”
家政业遇“数据的烦恼”

对家住北京望京的新手妈妈肖玉洁来
说，“找阿姨”成为眼下最头疼的事。3个月
换了9个阿姨，面试咨询过百个，下载的家
政App就占了半个手机屏。阿姨倒是不难
找，但好阿姨依旧难求。“简历挺丰富，证件
也齐全，但一用就发现实际水平和写的有很
大差距。”她说。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数据大，但并不
意味着真实。一些家政平台负责人告
诉记者，他们会在医院、小区等地不定
期举行招聘，登记填表和简单考评后，
阿姨信息就可放在平台上。人与证是
否对接，证书是否权威，代表着怎样的
技能等较难得知。

北京某家政平台中介老师李国芳说，家
政领域流动性很大，阿姨几个月换个公司，
一个阿姨在多个平台同时求职的现象很普
遍。工作经历、客户评价等很难核实。“老师
之间也相互推荐，别人推荐来的也只能听一
面之词。”她说。

数据大，也同样不代表着有效。与快速
增长的用户量和不断细分升级的需求相比，
市场对家政服务的分类较粗。除了一些大
平台会有详细的需求问卷和阿姨“标签”，大
部分家政企业仅有简要选项。

记者打开某家政App，选取月嫂服务，
页面显示有800余名服务人员待选，但很难
了解到具体信息。不看心里没底，看了眼花
缭乱，是互联网时代很多家庭找阿姨的真实
写照。

用户感觉乱，阿姨也有烦恼。“只能客户
选我们，我们没权选客户，接完单都不知道
是谁家，觉得很弱势。”长春的家政服务员马
玲说。

吉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朱明忠认
为，目前家政业“触网”属于相对浅层，尚难
看到数据“赋能”。如果最基本的线下服务
不到位，线上就显得意义不大。

“目前看，互联网家政所面
临的难题背后，依然是难以治愈
的行业痛点。”朱明忠说。

记者 调 查 发 现 ，家 政 市
场“ 小 散 乱 ”以 及 信 息 真 实 、
精 准 难 保 证 的 现 象 比 较 普
遍。

从供给端看，我国家政企业
近 70 万家，其中绝大多数属于
区域型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都
将“阿姨”资源牢牢攥在自己手
中，信息联动共享存在困难。
虽然好慷等一批在线家政平台
发展迅速，但互联网规模和鲶
鱼效应尚未显现，平台难以一
己之力实现身份信息、执业资

格、健康水平、工作经历等多维
度数据真伪验证。

另外，家政市场由于培训和
认证标准不统一，纵有数据却难
具说服力。吉林农业大学家政
系主任吴莹认为，家政市场供
求矛盾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专
业化培训和统一标准。目前培
训大多由家政公司承担，一些
小公司培训技能弱、支出少、
观念差。“达到规定课时，满足
师 资 配 备 ，就 意 味 着 培 训 完
成，很少有企业将满足雇主需
求作为考核指标。”吴莹认为，
亟须一些有专业背景的互联网
家政培训企业对整个市场进行

系统的技术支持，引领标准升
级。

“目前 市 场仍然缺乏统一
的标准和规范，月嫂、育儿嫂
等工种之间无明确划分。”朱
明忠说，管理和监督缺乏，也
使 得 互 联 网 家 政 难 向“ 体 验
经济”转型。

“互联网特点是轻资产，而
这个行业目前看仍太重。技术
变革尚未触及根本。”北京一
家互联网家政平台负责人告诉
记者，他们起初曾试过自营平
台模式，但难以担负社保、劳
务等成本，最终还是转向居间
服务模式。

A 家政市场信息真实、精准难保证
“烦恼”背后是难以被治愈的痛点

难破的“困局”同样意味着
潜力空间。若让“痛点”变成

“卖点”，还需要技术和制度的
变革。

尽管互联网尚未对家政业带
来颠覆式改变，但技术的“触媒”
作用正在显现。

比如人像认证技术。当前，
一些互联网家政平台已探索与
公安、卫生等部门合作，引入互
联网征信系统。58到家有关负
责人称，将上线人脸识别及阿
姨定位系统，确保家政人员人
证真实，实时跟踪服务质量。

数据的挖掘和应用正在展

开。比如，一些家政平台上线“上
户下户”确认系统，将平台与用
户、劳动者之间数据连通，捕
捉需求，细分服务。业内人士
建议，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公
开透明的用户评价体系，提升
纠纷解决效率。

互联网不是“抢生意”，发挥
平台优势“赋能”家政企业，是
破解“困局”的关键。专家认
为，互联网应发挥基础设施平
台作用，打通链条，建立从业
人员征信体系和关键信息数
据库，在数据应用、培训认证
等方面输出更多信息化解决

方案，撬动行业变革。
制度改变很重要。“国家层

面取消家政服务从业资格考试
认证后，各地方管理和评价标
准仍未健全。”吴莹说，亟须从
行业、社会各层面建立规范的
监督和评价标准。

吴莹认为，社会观念没有
转变，就业去向一般，不少院
校家政专业成为调剂专业，很
难吸引优秀人才。要规范劳动
者保险、权益等事项，更需要
道德互建，给予劳动者更多尊
重和认同。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破“困局”还需技术和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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