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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兼职的一个选择

时间灵活，适合自己

可多方面锻炼自己的能力

喜欢多样化的工作体验

就业机会多

暂时过渡，为后面工作做铺垫

50.9％

48.7％

40.2％

32.5％

27.9％

21.8％

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7.8％

行业发展政策指导 企业发展政策支持就业政策支持

2014《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提出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目标，确立国家人

才竞争比较优势。

2019《政府工作报告》

完善就业政策，加大就业培训力度，加大

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

2020《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完善自主创业

环境。

2020《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

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

明确提出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

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

2021推动放开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

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推动在就业地

参保。

2014《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规范行业发展。提出被派遣劳动者不得

超过用工单位用工总量的10%，合同签订

至少2年，需为派遣员工全额缴纳工资

社保。

2014《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行业

的意见》

提出要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集聚发展，同

时增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创新能力。

2018《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进一步放宽人力资源市场准入，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制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增强

了行业内生发展动力。

202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

四五”发展规划》

持续推动多渠道灵活就业，鼓励个人经

营，增加非全日制就业机会。

2014《就业促进法》

国家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

扶持中小企业，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

岗位。对部分企业、人员依法给予税收

优惠。

2018《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调整优化税务机构职能和资源配置，统

一税收、社会保险费、非税收入征管服务

标准。

2020《关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服务的

通知》

指导和支持企业间开展共享用工，解

决稳岗压力大、生产经营用工波动大的

问题。

2021强化创业创新政策激励，拓展双创

融资渠道

落实税收减免等政策、加大普惠金融力度。

2014—2020年灵活用工市场相关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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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为2亿灵活就业者“松绑”
编者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给经济的巨大不确定性，中国的就

业正在寻求最优解，灵活就业在其间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新经济形态下，传统的用工模式正在经历创新性的演进，就业方

式也随之发生调整，灵活就业体现出的适配性与创造性，正给很多行

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可供尝试路径。社会保障需要跟上。不断调整现

行政策以匹配灵活就业形态的变化，是为大计。

本报资料室/图

本报记者 黎慧玲 北京报道

摘下耳机，关上电脑。32岁的程

旭（化名）上传刚剪辑完成的 Vlog

（video blog，视频博客），设置好定时

发布后，跳上床准备入睡。次日清晨6

点，他还要去快递配送点集合。他上

的是早班，下午4点就可以收工，如果

感觉不累，他晚上偶尔还会去做代驾。

一年多前，程旭还是一位网剧

编剧，工作室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之下与他解约，他从此成为一名自

由职业者。外卖、快递这些工作给

了他新的生活体验，于是他平时也

会带一个摄像头拍Vlog。

移动互联网和疫情正在潜移

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方式。有人是形势所迫，也有人是

顺其自然。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

冲击实体经济之时，潘振东（化名）

为了节省成本关闭了经营三年的

卤肉店，解散员工，把店里的设备

搬回了自家厨房，妻子凭着祖传的

手艺继续在家卤肉，而他自己则跨

上电动车成为卤肉配送员。

此后两年时间里，潘振东没再

开实体店，改为网上订餐和电商销

售后，还收获了外地的顾客。

过去两年来，类似程旭和潘振

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疫情和

新经济两种能量对冲之下，许多行

业以及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在发生肉

眼可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带来争

议，关于灵活就业的话题此前冲上

微博热搜，不少网友认为，大家之所

以选择灵活就业，是因为传统行业

的“毕业”（解聘）越来越频繁。

人的处境总是很难一言概括。

同为“打短工”的快递员，54岁的田

忠平和26岁的陈浩就有完全不同

的境遇，田忠平在自己职业的黄金

年龄过去后一直在湖南长沙打各种

短工，但他把自己看作自由职业

者。陈浩则是在去上海加入父亲的

公司之前，在老家体验生活。

不拘泥受聘，没有固定的劳动

合同，按自己的需要去工作，可以

说这既是自由职业，也是灵活就业

的一种。

另一个侧面是，如今就业选择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就业观念正在

发生变化，新蓝领们“逃离”工厂，

而过去依赖于熟人介绍工作的蓝

领们甚至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的

“直播带岗”来匹配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

截至2021年底，全国有高达2亿灵

活就业者，相比于 7.5 亿的总就业

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灵

活就业并不完全等同于大多数人印

象中的打短工、出苦力，它还包括一

些看起来很精致的职业，个人律师、

自由撰稿人、主播等都属于其中。

政府早在几年前就注意到了这

种变化，并将此作为刺激经济活力

和拉动就业的方式大力支持。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提出要加

大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

稳就业，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的重点之一。而在不久前

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回答央视记者关于就业的提

问时，再次提到灵活就业。他表示，

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既解燃眉之

急，又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政府要针对他们的劳动权益、

社会保障等问题，逐步完善政策。

灵活就业，以及其背后衍生的零

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很长的发

展历史，但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起步。

推动灵活就业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它

真的只是“毕业”人群的无奈之选吗？

虽说做着卤肉配送员的工作，

实际上潘振东仍然是“老板”。

在疫情席卷之初果断放弃实

体店铺，他的家人一度担心生活没

有依靠。潘振东今年 34 岁，从部

队退伍后与曾为战友的妻子一起，

靠贷款在家乡宁夏银川做起了卤

肉生意，他妻子家有卤肉秘方，夫

妻二人勤勤恳恳，生意一直不错。

他们还有一个6岁大的孩子，

2020年决定关店时，许多人都劝潘

振东再考虑考虑。

“银川虽然没有暴发过疫情，

但当时客流量还是少了很多，很多

老顾客也都是微信找我下单，没必

要再开店。”他告诉记者，店铺每月

需要交1万多元租金，算上其他成

本，每月需要支出2万元。

关店并不意味着生意结束，他

申请更改了工商营业执照的登记

信息，妻子每日在家卤肉，他则负

责全城送货。

这种模式让夫妻俩不用再花

费大量精力管理店铺，有了更多的

空闲，开始研究别人如何通过直播

和电商销售自家产品。2020年底，

他开始拍短视频，内容主要是做卤

肉，后来又开始直播，刚开始是本

地人购买，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

主顾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现在算下来，疫情实际没给我们

带来太大损失，当然拍短视频和做电

商也不容易，但与开实体店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是一种新的生活。”他说。

如果不是转做短视频和电商，

潘振东可能已经失业。与他相比，

程旭的选择却更加主动，早在疫情

之前，他就已经不再想困于一纸劳

动合同。“编剧是个劳动力过剩的

行业，有点儿像学美术的，千万人

中才有一个能真正‘出来’，大部分

人收入很一般。成功者靠的不仅

仅是实力，还有人脉和运气。”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从2019年

开始他就想着辞掉工作，当一个自由

职业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拍东西，而

不受制于影视公司和投资方的要求。

此后疫情来临，程旭坦然接受

解聘。此前他看到有人辞掉工作

去送外卖来体验生活，不仅减掉了

体重，其用文字记录并发表的故事

颇受人关注，他也想试试。

于是从2021年起，他就开始了

自己的“灵活就业生涯”。一开始

并不容易，送快递日常的辛劳让他

一度崩溃，但在断断续续送了半年

之后，逐渐适应并进入节奏，也终

于开始属于自己的创作。

凭借以前的行业经验和现在

源于生活的鲜活素材，他很快在社

交平台上收获了不少粉丝，甚至获

得了额外的一份收入。

过去，灵活就业往往与经济波

动密切相关。在美国，最早的“人

才租赁”“劳务派遣”就诞生于大萧

条时期。但随着经济环境变化，不

少人也喜欢上了这种时间弹性大、

可以自主选择的工作方式。

此后，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随着政策法规、人力资源服务以及

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一些专职从

事灵活就业服务的人力机构和雇

主平台也陆续诞生。

灵活就业的需求旺盛，实际与

经济结构变化密不可分。艾瑞咨询

发布的中国灵活就业报告显示，产

业结构调整是近年来灵活就业、灵

活用工需求旺盛的原因之一。数据

显示，自2000—2020年的20年间，

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由

27.5%上升至47.4%。

同时，随着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的发展，灵活用工市场也在不断释

放潜力。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数

据，2019年参与共享经济的人数约8

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7800万人，

直接推动了灵活就业、兼职就业、创

业式就业等新就业形态的发展。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TCL创始人李东生就表示，在当

前数字经济大背景下，多种新业态、

新模式开始出现。随之产生的平台

化、灵活性的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

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和兼职性

强等特性。他认为，鼓励灵活就业，

可以形成“蓄水池”与“缓冲器”，在劳

动力市场中与标准化就业相互补充。

不可忽视的是，在就业群体里，

蓝领仍是大多数。目前，我国第二、

第三产业蓝领工人规模为4.26亿，

蓝领人群与岗位需求之间长期存在

信息不对称、人才结构不匹配，是阻

碍蓝领就业效率的两大问题。

刘超是一名人力资源主播，他

与江苏本地企业深入合作，平时经

常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为粉丝讲解

岗位信息，介绍他对企业的实地探

访，并回答求职者关心的问题。

去年12月，新能源领军企业宁

德时代和刘超联合在快手发起了

“直播带岗”专场。数据显示，有25

万人次观看了这场直播，超过1000

人报名应聘。

今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高级技师

吴端华围绕职业教育发展、直播带

岗、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内容，提交

了九份建议。他认为，应该从权益保

障、体制机制、培训、就业效率等环节

入手，让更多年轻人拥抱实体经济。

有25万人次观看了这场直播，

超过1000人报名应聘。

灵活就业只是迫不得已吗？

除了招工与就业的匹配效

率，中国的灵活就业者们依然有许

多问题要面对。如何实现“灵活保

障”，便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去年12月，54岁的田忠平在

装卸快递时不慎从操作台摔下，

造成右脚跟、膝盖关节、臀部骨

折，需要做手术。

他是在为中国邮政装卸快

递时受伤的，但他并非正式员

工，与许多快递员一样，他是劳

务公司派遣的日结工。而由于

用工方的用人名额经常变动，劳

务公司不得不短期聘用大量劳

务派遣工人，以日结的形式开展

工作。按照现行劳动法，这类非

标准劳务关系无法由用人机构

缴纳社保，只能由员工自行购买

社保，或者自行缴纳商业险。

灵活就业不仅可以满足不

同人群的工作生活需要，也可以

有效降低企业用人成本。然而，

中国灵活就业的保障体系过去

并不完善。尽管从20世纪90年

代末就已经有旺盛的劳务派遣

需求，但由于社会环境等因素，

灵活就业因为缺乏政策保证，一

直到 2014 年，随着政府出台《劳

务派遣暂行规定》，许多相关细

节才首次被确定下来。

这也是“束缚”着人们积极

参与灵活就业的绳索之一。

近年来，需求越大，问题越

暴露。与田忠平类似，同样作为

中国邮政安徽合肥区域快递员

的陈浩，也遭遇了意外。同样在

去年底，他因为搬运快递时不小

心被货物砸到，脚受了轻伤。在

此之前，他原本想在去上海加入

父亲的公司之前打打工积累社

会经验，根本没考虑自己所从事

的职业实际有一定风险。与田

忠平一样，他干的也是日结工，

并没有被纳入社保体系。

快递员、蓝领工人受职业伤

害而引发的赔付问题屡见不

鲜。这是由于在我国灵活就业

群体大多数没有固定的劳动关

系，很大一部分人没有被纳入社

保体系，而商业保险的不健全也

给这一群体的保障带来挑战。

据田忠平所在劳务公司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此前针对日结工、

灵活就业者，劳务公司主要通过购

买意外伤害险来提供保障，但灵活

用工往往工时不确定，而大多数意

外伤害的赔付标准往往需要一个

固定的周期或人群才能生效，这就

导致一些劳务公司干脆不购买，或

者让员工自行购买。

要系统性解决灵活就业保

障问题，也并非易事。李东生认

为，当前我国灵活就业群体在社

会保障方面面临缺乏全面准确

的登记和统计、难以获得完善社

会保障、难以认定雇佣关系，以

及参与社保比例过低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李丰此前也曾表

示，灵活就业群体、单日用工、当

日结算与保险办理等方面，一直

是零工经济探索的短板。

田忠平和陈浩所从事的日

结工，就面临着这种问题。田忠

平是退伍军人，陆续在行政执法

队、汽车销售行业工作，随着年

龄增长，开始从事自由职业，他

的儿子正在念硕士，妻子是某建

工集团的一名会计。

这次意外伤害，给他带来了

严重的打击。在受伤入院后，他

历经一个月的治疗，花费5万元。

此后还要再休息三个月，这意味

着他的家庭将失去一份收入。

想要系统性地解决方方面面

的问题可能需要时间。在此前两

会热议“灵工就业”话题的相关论

坛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

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指

出，首先应该解决一些劳动者的

短期、急迫需求，比如目前开展的

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然后在这基础上去建立长期

的制度框架，考虑其他方面的需

求，如养老、医疗等。

零工需求日益旺盛，许多企

业、劳务公司以及服务商也在自主

寻找解决方案，用人单位也不希望

因为工伤缺乏保障而引发纠纷。

负责为田忠平提供劳务保障方案

的服务商告诉记者，因为前期使用

了“务工卡+日结保险”的数字化

方案，他们目前已经解决了日结工

无法正常投保的问题。

据该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

这种数字化解决方案，是将微信

支付对外开放的“务工卡”功能，

与一款日结保险相结合。前者

可以代替上工“打卡”，员工只需

要通过微信刷脸认证，即可完成

上工打卡。

与此同时，与之绑定的保

险，也会自动开始投保。这种专

门针对日结工种，可以实现一日

一保，单笔保费在 0.2～3 元之

间，由劳务公司承担，最高可赔

偿80万元。

因为采用了这种新的保障

方案，田忠平住院及误工的费用

都得到了保险承担，这种由保险

和移动应用搭配的解决办法，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日结零工无法

计算工时的问题。

通过移动数字化，来解决灵

活就业者面临的保障问题，形成了

更高效的处理方案。此外，政府和

相关机构也在进一步完善相关规

定。去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出

台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这也

是第一个系统规定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权益保障的政策文件。

灵活就业与零工经济，不仅

是解决经济波动周期就业压力

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企业降本

增效、丰富人才架构的长远措

施。鼓励灵活就业，实际是在人

口红利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劳

动力优势，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

良好推动作用。

不论程旭这样的自由内容

创作者，还是潘振东这样的个体

经营者，抑或是田忠平、陈浩这

样的日结工群体，从长远来看，

解决保障问题，为 2 亿灵活就业

者“松绑”，也是丰富就业形式、

激发经济活力的必备措施。

他们可能也会是承载整个

经济结构改革的“骑手”。如总

理在答记者问时所说，“要给这

些‘骑手们’系上‘安全带’”。

通过移动数字化，来解决灵活就业者面临的保障问题。

解开灵活就业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