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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算法控制作为现代零工经济中的关键管理手段，其应用既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优化任务分配，也可能

带来一系列心理压力和工作挑战，进而加剧职业倦怠。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深入探讨了算法

控制对零工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双重影响。本文将算法控制划分为算法规范指导、算法追踪评估和算法行

为约束3个维度，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了算法规范指导增加工作资源、算法追踪评估减少工

作资源、算法行为约束增加工作要求的过程，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有助于学界辩证地看待算法控

制对零工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影响，并为算法平台优化其算法提供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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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ey management tool in the modern gig economy, the application of algorithmic control can 
not only help to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optimize task allocation, but also may bring a series 
of psychological pressures and work challenges, thereby exacerbating burnout. Based on the job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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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s-resources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ual effects of algorithmic control on gig worker 
burnout. This paper divides algorithm control into three dimensions: algorithm specification guid-
ance, algorithm tracking and evaluation and algorithm behavior constraints. Based on the job de-
mands-resources model, it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algorithm specification guidance to increase 
work resources, algorithm tracking and evaluation to reduce work resources, and algorithm beha-
vior constraints to increase work requirement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hich will help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dialectically view the impact of algo-
rithm control on gig worker burnout, and provide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algorithm platforms to 
optimize their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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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时代下，就业形式突破传统的雇佣模式，出现了以零工经济为代表的新兴就业形式。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劳动法律法

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在经济下行的影响下，移动数字平台将繁琐的工作任务分解并分配给零工工作者，降低了工作门

槛，为有异质性工作经历的零工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帮助其脱离就业困境并获得收入来源。

相关数据显示，零工经济在我国经济增量中的占比达到 10.43%，预计到 2035 年，零工经济占 GDP 比重

将达到 6.82%，当前我国零工经济占比最大的行业在网约车服务以及即时配送服务等服务行业，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 2.2 亿左右。2023 年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2 年在线外卖收入占全国餐饮业收入比重约为 25.4%，网约车客运

量占出租车总客运量的比重约为 40.5% [1]。 

2. 理论基础 

2.1. 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gig economy)在 2009 年被首次提出，其中“gig”是指仅仅持续一段时间的工作，比如在不

同歌剧院进行表演，而后延伸为零碎的、短期的工作，Gig 或者 gigger 指代进行非重复性且非持续性工

作的个体工作者[2]。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线下办公逐渐向线上办公转移，国外 Uber 和 Upwork 等平

台通过网络平台管理临时工，据此零工工作者的数量剧增，灵活用工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研究话题。本文

采用赵继新等的定义：零工经济是一种通过在线平台技术对灵活就业者和劳动需求方进行快速且不断变

化的匹配的新型人力资源用工模式[3]。零工工作者是指那些通过临时性、非全职性或短期性工作来获取

收入的人，他们通常没有固定的雇主，而是通过平台或其他方式寻找临时性的工作机会。 

2.2.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与职业倦怠 

Maslach 和 Jackson 将职业倦怠定义为员工长期处于资源损耗或资源损耗威胁的压力情景下，对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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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心理情绪和良好的情感资源保存产生冲击，破坏其良好的工作体验，表现为对工作产生负面情绪，

最终表现为工作绩效的负向转化，即指由于工作压力、工作环境或工作内容等因素导致的工作疲劳和消

极情绪[4]。一般发生于需要与人交往的服务行业中，例如护士、教师等，并提出职业倦怠的三维度模型，

将其划分为情绪耗竭、去人性化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三个维度[5]。 
国内外研究中，职业倦怠的研究大量使用到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D-R 模型中存在双路径，JD-R

模型将各类工作特征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工作要求是指工作中心理受损的路径，需要持续不断付

出身心的努力，如工作不安全感、角色模糊等；工作资源是指工作中资源支持的路径，可以降低在工作

中需要付出的生理和心理成本，促进个体长远发展的工作因素，例如工作自主性、组织支持等。心理受

损主要源自持续且高强度的工作要求，这种压力长期累积，使得工作者心理承受巨大负担，进而引发职

业倦怠[6]。然而，工作资源的有效补充能够作为工作动机的激励因素，促使员工以更高的热情和专注度

投入到工作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职业倦怠的困扰[7]。 

2.3. 算法控制 

算法控制指运用互联网智能数字技术进行工作分工、绩效考核以及奖励惩罚等管理决策，包括圈定

零工工作者工作的范围、引导零工工作者表现出管理者喜欢的工作行为、实时监控零工工作者的行为、

通过顾客评价衡量零工工作者工作表现、自动随时辞退工作表现不佳的零工工作者以及通过游戏化的形

式实施奖惩机制等[8]。裴嘉良等基于劳动过程理论和理性控制，将算法控制视作一种新兴的理性控制形

式，从指导、评估和约束 3 种控制机制出发，将算法控制划分为算法规范指导、算法追踪评估和算法行

为约束 3 个维度[9]。 

3. 算法控制对零工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影响 

3.1. 算法规范指导——零工工作者的“技术伙伴” 

算法规范指导作为一种技术支持，算法平台通过调整算法的运行逻辑、数据输入、决策规则等方式

来帮助零工工作者按照要求、规范高效完成工作，以使工作更符合零工工作者的需求和期望[9]。算法规

范指导作为零工工作者的“技术伙伴”，其给予零工工作者的工作资源，第一，算法规范指导通过提供

明确的工作标准和流程，帮助零工工作者更加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这种规范化的工作方式可以减少不

必要的摸索和尝试，使工作者能够更快地进入工作状态，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高效的工作体验有助于减

轻工作者的压力。第二，解决了线下劳动所不能解决的壁垒，例如只要用一部手机就能在线接单，相比

于传统出租车等待客户揽车或上街揽客，减少了司机的时间和心理成本，即时配送服务根据订单位置为

员工提供精准的配送顺序建议，减少因为配送效率带来的时间成本。第三，算法规范指导还能够为零工

工作者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工作环境。在传统的零工经济中，工作者往往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不均

等的问题，而算法规范指导的引入，可以通过数据化的方式评估工作者的绩效和能力，减少人为因素的

干扰，为工作者提供一个更加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这种公平的工作环境有助于增强工作者的归属感

和信任感。综上，算法规范指导作为零工工作者的“技术伙伴”，其给予零工工作者的工作资源作为激

励因素，帮助零工工作者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满意度，促进零工工作者高水平的工作投入，

缓解其职业倦怠。 

3.2. 算法追踪评估——束缚行为零工工作者的行为 

算法追踪评估是指通过数字平台对零工工作者进行实时监控，记录并分析其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是否

遵循系统预设标准，通过此过程，旨在最小化零工工作者在劳动服务中自发出现违反平台规定或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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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9]。算法追踪评估往往会造成工作资源的损耗，第一，标准化和监控抑制个体的自主性和创新空间，

算法追踪评估往往要求零工工作者遵循一套严格的标准和流程，表面上算法控制为工作者提供了没有现

场监管者的自由工作环境，但隐藏在 APP 背后的算法系统实际上实施了更加严密和全方位的监控[10]。
对零工工作者的行为、效率和产出进行了无时无刻的追踪和评估，同时也限制了零工工作者的自主性和

灵活性，他们的工作决策、行为模式甚至心理状态都被算法系统所掌握和评估。这种无处不在的监控让

工作者感到自己的自主性和隐私受到了侵犯，从而影响了他们对工作的积极性和投入程度[11]。第二，缺

乏个性化关怀，算法追踪评估过于机械化和标准化，缺乏个性化关怀和支持，自动化、去人性化的奖惩

机制除了带来了公平，也带走了人情，无法真正关注零工工作者的个体需求和情感状况，在很大程度上

侵犯了零工工作者的个人隐私，当个人隐私受到威胁时，导致零工工作者感到被忽视和不被重视，从而

降低对平台的信任度，甚至产生反感、抵触等负面情绪，这种心理状态可能导致他们失去工作积极性，

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从而影响整体工作效率。第三，增加零工工作者的社会隔离感，算法控制

导致零工工作者与传统劳动者相比更容易感到社会隔离和孤独，缺乏团队合作和社交互动的机会。综上，

零工工作者的工作自主性、个体幸福感作为工作中重要的个体资源，降低了个体工作的心理成本，但是

算法追踪评估大大降低了工作自主性和个体幸福感，减少了工作资源，不利于零工工作者缓解工作压力，

从而导致职业倦怠。 

3.3. 算法行为约束——算法监管下零工工作要求的提升 

算法行为约束是指算法控制通过内置的奖惩机制来约束和激励零工工作者的行为，目的是促使零工

工作者遵循特定的规范和标准，以确保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9]。算法行为约束增加了零工工作者的工作

要求，第一，算法行为约束通过设定明确的工作标准和期望，要求零工工作者达到更高的工作质量[12]。
这些标准通常涵盖了服务流程、任务完成时间、客户满意度等多个维度，要求零工工作者在各个方面都

达到一定的水平[13]。这种对工作质量的严格要求，使得零工工作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服务

水平，以满足算法系统的期望。第二，算法行为约束还增加了零工工作者的工作灵活性要求。由于零工

经济的特点，零工工作者通常需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并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和要求。算法系

统通过对零工工作者的行为和绩效进行实时监控和评估，要求他们能够快速适应变化，并灵活应对各种

工作挑战。这种对灵活性的要求，使得零工工作者需要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第三，零工工

作者通常进行重复性、低技能的工作，其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导致其工作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

定性[14]。零工工作者只有根据平台愈来愈严苛的工作要求来提升自己的工作质量，甚至进行自我剥削，

避免自己被平台优化，以此来缓解内心的不安全感。综上，算法行为约束增加了零工工作者的工作要求，

这种增加的工作要求不仅体现在工作的数量上，还体现在工作的质量、效率和灵活性等多个方面。为了

适应这种变化，零工工作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适应能力，以满足算法系统的期望和要求，

这无疑导致其长期处于心理过度紧张的状态，迫使其不断增加其工作数量和质量，即增加了工作要求，

进而导致其职业倦怠。 

4. 对于缓解零工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建议 

4.1. 引入人性化评估与激励：针对算法追踪评估的零工工作者工作资源保护措施 

第一，引入人性化评估指标。开发能够反映零工工作者自主性、创新性和长期职业发展的评估指标，

减少对单一、短期绩效指标的过度依赖，以更全面地评价工作者的贡献。第二，提供反馈与培训。确保

零工工作者能够及时了解评估结果，并获得具体的反馈和建议。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支持，帮助工作者改

进工作方法和提升技能，以应对评估要求。第三，增强工作者参与度。鼓励零工工作者参与评估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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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修订过程，以反映他们的需求和期望。提供机会让零工工作者对评估结果提出异议和申诉，确保

评估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第四，增强灵活性与适应性。设计能够适应不同工作场景和任务类型的算法评

估系统，避免一刀切的评价方式。允许零工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工作方式和进度，以适应个人偏好

和工作习惯。第五，增强隐私性与保护零工工作者数据安全。加强数据保护措施，让允许零工工作者选

择部分工作数据不被监视。提供清晰的隐私政策和使用说明，让零工工作者了解他们的数据如何被使用

和评估。第六，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与福利保障。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如奖励计划或晋升机会，以激

励工作者提升绩效。提供必要的福利保障，如健康保险或带薪休假，以减轻工作者的压力和提高工作满

意度。第七，进行定期评估与调整。定期对算法追踪评估系统进行评估和调整，确保其与时俱进并符合

工作者的需求。收集零工工作者的反馈和建议，持续改进评估系统，以提高其有效性和可接受性。 

4.2. 深化分析与精细化改进策略——减少算法行为约束带来的过量工作要求 

增强算法的灵活性与适应性：算法应能够根据不同类型的工作和个体工作者的特性，灵活调整其行

为约束的程度和方式。引入更多的个性化设置，允许工作者在一定范围内自定义他们的工作要求和标准

[15]。第二，提供清晰的指导与培训：加强对算法行为约束的宣传和解释，确保工作者理解并接受新的工

作要求。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和辅导，帮助工作者提升技能和适应新的工作模式。第三，建立合理的激励

机制：设计与工作要求相匹配的奖励制度，以激励工作者主动适应和满足算法的行为约束。通过设立绩

效目标和晋升机会，激发工作者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力。第四，促进算法与工作者之间的协同：建立反馈

机制，鼓励工作者对算法的行为约束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算法的持续优化。加强算法与工作者之间的

沟通和协作，共同制定和执行更加合理和有效的工作要求。第五，关注工作者的心理健康与福祉：引入

心理健康评估机制，定期监测工作者的心理状态，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如心理辅导或工作压力管理培训，以缓解工作者因算法行为约束而产生的压力和焦虑。 

5. 总结 

算法控制在零工经济中的应用对零工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产生了双刃剑效应。一方面，算法控制通过

优化工作流程、提供相对公平的工作环境，为零工工作者提供了工作资源，有助于缓解职业倦怠；另一

方面，其潜在的局限性和挑战在增加工作要求的同时，也减少了工作资源，其抑制个体的自主性和创新

空间、缺乏个性化关怀、限制工作的灵活性、增强零工工作的不安全感等都会导致零工工作者职业倦怠。

面对算法控制的双刃剑效应，针对算法追踪评估提出保护零工工作者工作资源的保护措施，同时减少算

法行为约束带来的过量工作要求，以便算法平台能够改进算法控制，降低零工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可能，

这样才能达到让企业和零工工作者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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