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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在国外看病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把辛酸泪。
我在韩国釜山庆星大学做交换生，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原因，在

韩国期间我每个月都要发烧一次。经常性扁桃体发炎，我都已经习
惯了。有一次，因为从国内带的药吃完了，而且正赶上周末，韩国
的药店不开门，我就撑了两天挨到周一去了学校旁边的诊所。

去韩国之前，我办了医疗保险。这样一来，在韩国的医疗费用
就会报销一部分。我记得那次输液 4天，最后开销是 1500元人民币
左右。但是因为语言不通，只报销了3/5的费用。

可能因为韩国诊所和国内用药不一样，在韩国输了3天液还是发
烧。不过他们诊所环境不错，每个床都用独立的帘子隔开，床还能
加热。在诊所就诊的最后一天我不发烧了，去看医生，没说几句
话，居然还需要交钱，后来才知道那是挂号费。

在国内办留学手续时就通知我们要办理医疗保险，到了韩国学
校直接交了保险费。不过这种保险是自愿选择，而且不能用于牙科
和整容机构。

我感觉在韩国看病，如果事先买了保险，费用并没有那么贵。
（寄自韩国）

在法国呆了4年多，我生过大大小小的病。大则
呼吸困难送急救，小则感冒头疼自己治。法国的医
疗也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来法第二年的中秋节，我由于呼吸困难被朋友
送进了急诊室。经过长达 5 个小时的等待和一夜的
折腾，终于在第二天下午得出结果。医院效率低下、
身体难受不说，高达 1000 欧元的账单也让我“消受
不起”。所幸，当时预科的老师让我们购买了最贵的
医疗保险，才免于破产。

急诊的经历让我意识到额外医疗险的重要性。
法国医疗采用先付费后报销的制度。而基本社保仅
报销诊费的小部分，因此大多数人会购买保险公司
的额外险来报销诸如住院及牙科、眼科等专科的费
用。额外险根据每月保费不同，报销的百分比也会有
所差别。

如果说急诊的惨痛经历是医疗资源不足导致，
那么家庭医生的不靠谱则让我无语。法国的社保需
要选定家庭医生，以离家近为宜；部分公立大学还会
建议学生选择校医，这对留学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制度保证了每个人都能享受医疗服务，但经验
告诉我：并不是每个家庭医生都是好医生。

2016年初，我不知为何出现了间歇性过敏反应。
每天晚上 11 时，身上就会起一点荨麻疹。起初不太
严重，心想吃几天抗过敏药就能好。但 1 个月后，问
题不但没有解决，荨麻疹出现的频率还更高了。虽然
小时候也得过这个病，但早已痊愈。不知道又是什么
导致了过敏，于是我预约了家庭医生咨询。

我问：“我养猫两年了，有没有可能是猫毛导致
过敏？”

医生说：“那不可能，两年都没问题，不会突然出
现问题。”

最终，她开了和我小时候治疗荨麻疹一样的过
敏药，有症状就吃一颗。吃了两周，病况依旧，我
不得不打电话去预约。然而医生不是你想约就能约
——这周病人太多，再等一周。

药终于吃完，我也终于见到了医生。她这次给
我开了抗生素，一天3颗，吃一周。

吃了一天，哎，感觉不错啊，不出疹子了；吃了一
周，唉，这药不过尔尔；再往后，药效好像在下降。照
常理，过敏应该已经好了，然而停药后的 1 周，荨麻
疹的面积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我又进了急诊！医生很快接待了我，由于荨麻

疹长到脖子上压迫了气管，他赶紧给我塞了3颗抗
过敏药。病情稍缓，我问他以后怎么办。他表示，
那你就每天吃3颗过敏药吧。我说，这根本不是解
决办法。我请医生帮我联系测过敏源的研究所，然
而研究所回复——请等6个月。

当机立断，订机票回国。挂号、看病、做检
查，花了1天；等待检查结果，两天。结果为：猫
毛屑过敏。而荨麻疹激增的原因，是滥用激素。经
此一事，我只想和我的家庭医生再无交集。

此后，每逢生病，只要能用国内带来的药解
决、或是小病能够自愈，我就尽量不去医院、不看
医生。

再说效率问题，每次见家庭医生都需要预约。
可是我怎么知道下周会不会生病？身边有同学生
病，好不容易预约上，病却好了。

我和法国医生打的交道不少，也不乏负责的医
生。但可能由于体质不同，语言交流不够顺畅，治
疗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

在普通医疗资源分配、医疗效率上，祖国母亲
才是我心中的冠军。

（寄自法国）

日前，名为“泡了个泡泡_bubble”的网友在新浪发了条微博：“真实的故事：有个在美国留学的学姐，白
天走在上学路上，突然觉得眼前一黑（低血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别叫救护车。” 该条微博引发了留
学生就海外就医话题的热烈讨论，评论已达到1万多条。

名为“Summerrir”的网友在评论中也讲述了类似的经历：“我朋友快晕过去了，别人叫了救护车，被扶上
去以后，同学自己爬下来了。”

为什么“救护车”成了留学生的“吐槽点”？原来美国的大部分救护车服务是商业运作，很多医保不涵盖
此项服务费用。

此外，如果留学美国，入学时可以在学校买医疗保险，但学校保险通常只包括一些常规医疗的赔偿，赔偿
的金额一般不会太大。

相比在美国的“看病贵”，在英国留学的丽丽觉得，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看病“贵是不贵，不过就是从预约
到看上医生需要挺长时间”。她说，在英国参加全日制学习并且学习课程超过6个月以上的外国留学生，可以得
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公费医疗保健的资格。“在我们刚入学时，都会去全科医师诊所（GP）注册，如果
生病，打电话到GP预约医生就可以了。不过，如果不是急症，预约到几天之后是常事。”丽丽说。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医疗体制，留学生的就医经历也不同。求学国外，到底如何看病，听听他们怎么
说——

我记得在厄瓜多尔第一次去看病是因为脸上受了伤。
那次我在海边玩，不小心被3米高的浪卷起来拍到沙滩上，爬起

来感觉伤口就在眉毛上面一点。同行的人看到了，说伤口特别明显。
我们学校没有配备校医院，大家都买商业保险。但一般情况

下，商业保险不会包含我这样的小伤小病。
回到市区后，我问身边的朋友能不能推荐一家医院，可以恢复

伤口而且不留疤痕。经朋友推荐，我到一家私人诊所去看病。因为
医生在当地特别有名，还没到门口远远地就看到排了好长的队。刚
进诊所，前台的人特别热心，带着我去挂号，而且仔细给我讲了看
病流程。怕我忘了，还给我拿了一张小纸条写着我应该去找哪一个
医生。

我等了 1 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了医生。他手上拿着一个类似放
大镜的东西，头上还戴了医疗用的探照灯，大摇大摆地走了进
来。医生非常热情，先和我聊天，把气氛缓和后再问我伤口的情
况。我跟他说我脸上很明显的这个疤怎么办？会不会留下痕迹？
他拿手中的仪器在我脸上照了半天说：“没问题。给你开点药。
因为厄瓜多尔天气炎热，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所以你还是要吃消
炎药。”

我就这样坚持吃了1个月的药，每天还要涂药膏。这次看病一共
花了1000多元人民币。

出国前，我就买了留学期间的人身意外保险。但该保险并不包
括日常生病的赔付，所以这部分费用需由自己解决。

前阵子看到小伙伴们在朋友圈里转载一篇吐槽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叫不起救护车”而看不起
病的文章，这让身在欧洲的我们“惊讶不已”。虽
然在法国我没“有幸”坐过救护车，但从欧洲的医
疗制度来看，应该不会出现“在家烧晕了也不敢叫
救护车”的现象。

因为我现在是学生，所以我们的医疗保险都跟着
学校走。我办理的是 SMREP的保险，最基本的保险
费用大概是1年200欧元（约1500元人民币）左右。除
此之外我们可以办理补充险，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办
理不同等级的补充险。最贵的补充险包含牙齿和眼
睛，对于想在法国看牙和配眼镜的同学可以考虑。

我读本科时，刚从外省搬到巴黎来上学，就选择
了一个最基本的补充保险，1个月8欧元 （约60元人

民币）左右，当时心想巴黎这危险的地方，万一出个
小事故怎么办。可是1年就这么过去了，我没有看过
一次医生。补充险快到期时，我向保险公司申请结束
补充保险项目，可谁知保险公司告诉我，这个需要寄
挂号信说明才可以结束，法国这地方真的是干什么
都要寄信啊。

读研究生时，我继续选择了 SMREP的保险，有
了之前的经验，我没有选择提前办理任何补充险，心
想反正也不会生病的。可谁知天意弄人，今年2月我
感觉身体不舒服，迫不得已踏上医院就诊之路。在第
一次问诊时，我没有补充保险，所以除去保险公司负
担70%的费用外，自己还是支付了一笔不小的费用，
因为要化验、买药。由于后续还要做检查，所以就准
备去保险公司办理补充险。

在第二次办理补充险时，我发现法国保险公司
比较人性化。我去保险公司咨询之后，补充险的生
效时间可以自由选择。因为那时是2017年2月，我
可以选择等到4月生效的补充险，也可以选择第二
天就生效的补充险。这意味着如果我选择了后者，
我之前在医院看病费用的一部分都可以用补充保险
来支付。

我有一个朋友在巴黎，她一次拔了 6 颗智齿，
可是因为她工资收入不高，她的医疗费用全部报销
了。其实，在国外留学，留学生都抱着能不去看医
生就不去看医生的想法，但是经过这次看病经历，
我发现在法国看医生如果有补充险的话，医疗费用
并不算高。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都不要去看医生！

（寄自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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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求医问药
邓 田

这是一个一般人听了会沉默，留学生听了会流
泪的话题：“在美国看病。”

在来美国之前也曾经耳闻过这里医疗系统的复
杂，但是自以为自己不会有大病，又是学生，理应
在学校的庇护下安然无恙。

上大学的第一年买了学校提供的高额保险，也
没有常去校医室，除了一两次在没有提前预约的情
况下去急诊，交了 10 美元保险不负担的挂号费，一
切都算称心如意。为了防止传染病和潜在疾病，学校
提供多种疫苗注射，其中包括在国内还没有上市的
HPV 疫苗；学校也很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 24
小时的心理咨询热线和免费的一对一或者小组咨询
服务。

大学的第二年我退掉了学校的保险，换成了第
三方保险公司，折合算下来价格竟然是学校保险的
1/3以下。留学生一直是美国大学致富的渠道之一，
除去自费的高额学费与住宿费之外，保险费也十分
有利可图。由于留学生出门在外必须在美国办理保
险，而学校提供的保险大多较贵，留学生买第三方保
险就成了必然。于是，有一些大学理直气壮地不允许
留学生使用任何学校以外的第三方保险。

然而我很快就发现，第三方保险公司与学校相
比，精明程度并不相上下。

使用保险公司的保险套餐不到一年，我遭遇了
一些小伤小痛。为了确保自己在异国他乡没有大碍，
每一次遇到紧急情况不知所措的时候，比如手被门
夹了、腿被开水烫了、耳朵发炎了……我都会尽快去
校医室看病。可是即便是针对这些外伤的药（价格不
会太贵，都在 100 美元以下），保险公司也罕有承担
全部费用的时候。不知道根据什么样的规则，对于不
同的药，它有时候承担全部药费，有时候承担部分药
费，有时候不承担任何药费。学校药房与保险公司之
间的沟通显然有问题：当我拿药的时候对自己被收
取的费用提出质疑时，药房并不能给我任何合理的
解释，只是敷衍地给我一张表格，让我自己填表寄给
保险公司申诉。

因此，药房的收费在保险公司的干涉之下变得令
人困惑，有时候甚至提心吊胆。虽然医生开药的时候会
简单介绍药的功能和使用方式，但是直到我到药房取
药，我并不会得知药的价格。我的心里也会闪过一些念
头：药会太贵吗？外伤的话是不是可以自然好？保险公
司能陪多少……我想我已经足够幸运，没有在美国伤
筋动骨过，因为通过身边人的事例我得知，一旦涉及手
术或者某些高科技仪器的诊断，医疗费就会一路飞涨，
继而很难被任何方式的保险承担了。一个朋友在美国
长了智齿，医生简单看了一下她的口腔情况，就收了一

笔钱；然后又劝她去拔几颗牙，她算了一下，那个费
用足以让她买往返机票回国拔牙。

另一个朋友在美国看病的故事也十分曲折。他
的膝盖以前在国内做过手术，因为在美国偶然扭
到，害怕旧病复发，就先去了校医室拍片子。校医
漫不经心地告诉他“我觉得你的腿应该没什么问
题”之后，他出于对校医态度的不信任，与保险公
司沟通，确认自己的医疗费会被承担的情况下在校
外看了几次医生并做了磁共振检查。事后，保险公
司却发给了他高达几千美元的账单，并告知他这些
费用都需要他自己承担。在账单明细里，他发现保
险公司把他的看病经历都重复算了账，比如一次磁
共振检查被写成一天之内做了 3 次，4 次医生门诊
被写成了 11 次，价格相应叠加。他在反复与医
院、诊所医生、保险公司三方交涉之后，终于松下
一口气：保险公司承认写错了账单，而最终他自己
需要承担的医疗费大约在200美元上下。

总而言之，还是衷心祝愿广大留学生平安健康。
不需要在美国看病当然是最好，但是一旦身体出现异
样，还是应该权衡利弊，尽快利用身边资源，确保自
己没有大碍；一旦发现收费不合理的情况，应该及时
采取行动，为自己维权。

（寄自美国）

你在美国生病，保险公司会笑
熊楚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