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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成熟，灵活用工、一人身兼数职的零工经济应运而生。零工经济具有进

入市场门槛低、用工范围广等特点。此就业模式不断优化，可以在稳定就业，促进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发

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伴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该领域也暴露出一系列诸如从业者人身安全、

社会保险缺失等问题。零工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得到更多更广泛的助力。本文对零工经济的特点、用工

模式、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在对零工经济有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保障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权

益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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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matur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flexible 
employment of one person with several jobs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odd-job economy. 
The odd-job economy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barriers to entry, a wide range of jobs and the 
ability to stimulate soci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The emergence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ew employment models such as the casual labour econom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bilising 
employment levels and promoting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owever, along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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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casual labour economy,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personal safety of 
workers and the lack of social insurance have also been revealed in this field. The healthy devel-
opment of the casual labour economy needs more and wider assistance.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casual labour economy and, 
on the basis of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asual labour economy, proposes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labou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ose working in the casual labou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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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零工经济一词由来已久，随着时代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零工经济的多方参与者既有风险又有机遇。

各学者在零工经济权益保障研究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为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切身利益保障做出了贡献。

本文介绍了零工经济的相关知识，探讨分析了当下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并借鉴国外现有研究成果，在

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解决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提出了措施。 

2. 零工经济内涵与特征 

2.1. 内涵 

零工经济就是指：利用互联网的快速联结性，间断地、有选择地从事多份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所构成

的一种特殊的经济领域。自由职业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个人资源的最大化收益。“零”与“整”相

对，这对传统全职工作模式是一种颠覆，更是一种发展。2008 年开始，零工经济一词逐渐流行在人们的

生活中。其实，在此之前，“打零工”的工作方式早已初见端倪，当时发展尚不成熟，经济学家们也没

有对这一特殊形式进行具体的划分。随着深入研究，零工经济的内涵逐渐广泛起来。“零工经济就业通

常与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新经济就业、就业新业态等概念交织在一起，在我国，更为多见的是就业

新业态，新业态劳动用工等词[1]。” 

2.2. 特征 

2.2.1. 以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依托 
零工经济由从业者、企业和第三方平台构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系统，其中，作为连接媒介的第三方平

台的产生主要依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可以说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成熟催生了零工经济。大数

据时代，海量资源被集合成库，根据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要求，提供较为精准的供需匹配，这一快速获

取劳动力的方式使得零工经济得以飞速发展。 

2.2.2. 零工服务个性化 
零工经济下的服务形式多种多样，涉及领域广，毫不夸张地说，零工经济涵盖了人们生活的衣食住

用行的各个方面。零工经济下的服务形式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无第三方平台的介入，例如送药、

送票等跑腿服务；视频制作、家庭保姆、家庭教师等技能性服务，这一类零工通常是由雇主和被雇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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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进行交流。第二类是有第三方平台的介入，例如饿了么、美团、百度外卖等外卖配送平台；高德打车、

滴滴出行等打车平台。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零工服务越来越倾向于个性化与定制化，比如鲜

花配送到家服务、外卖准时宝保障等。零工经济带来的个性化服务不仅创造了更多的经济价值，也促进

了互联网、新媒体、教培等多个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2.2.3. 就业形式和就业时间灵活多变 
传统就业模式下，人们多是通过公平公正的应聘方式竞争上岗，并与工作单位签订合同形成规范的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这往往具有单一、单调的特点。“而在‘互联网+零工经济’就业模式中，人们

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或者平台发布需求和寻找工作机会，这种工作模式可能是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

且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由个人把握[2]。”例如：一个零工经济从业者可以上午送外卖，下午兼职家教，

工作地点和时间都可以与雇佣者或者平台进行沟通和协商。如此一来，既实现了从业者自身效益的最大

化，也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灵活”激发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在稳就业

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全社会人才的流动，提高了人力资源的利用率。 

3. 数字经济时代零工经济的主要模式 

3.1. 模式 

传统的零工经济模式是“企业–员工”模式，即企业提供职位，个人应聘岗位，此模式下个人依然

是企业的一部分。 
新零工经济模式是“平台–个人”模式，平台提供用人需求，个人进行选择。两者的本质区别就是，

后者凭借互联网的信息分发技术和流程组织。这是对传统模式的升级，能在平台上发布需求的不止企业，

也可以是个人。在数字经济时代，新零工经济模式深有体现。新零工经济模式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New modle of gig economy 
图 1. 零工经济新模式 
 

新零工经济模式也在不断发展优化中。最初的平台主要扮演的是借助互联网为供需双方提供信息对

接的桥梁的角色，它并不参与具体的服务环节。得益于网络技术的飞速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新模

式下的平台不再只是简单地发布信息，而是深入嵌入了整个服务环节。以美团这一外卖平台举例，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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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服务流程对骑手进行考核。骑手不再只是把货物送给客户就算完成任务，而是要以获得客户好评为

目的，要提高配送效率，保证时效。 
从另一个角度看，此前国家对零工经济主要采取的行动是规范行业。而当下，一方面许多小微企业

受疫情影响而破产倒闭，另一方面疫情反复使得许多员工经常要隔离或居家办公，这些影响都使得国家

对零工经济采取政策鼓励，如共享员工、外包、众包、承揽等。从前零工经济模式偏向于一对一，即一

个从业者对应一个平台和雇主，现在因受多种因素影响则呈现出一对多的趋势，即一个从业者对应多个

平台或雇主。猪八戒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运作内容与流程如图 2。它是国内以专业技能服务为主的

零工平台。其网站数据显示，疫情期间(2020.2.1~2.20)灵活用工增加了 25.6%。 
 

 
Figure 2. Zhubajie network enterprise service platform 
图 2. 猪八戒网企业服务平台 

3.2. 零工经济的类型 

零工经济模式的转变使其类型也随之变化、丰富。“参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中共享

经济类型划分标准，我们将互联网零工经济划分为交通出行、共享住宿、外卖服务、网络直播、专业技

能服务、内容创作、知识付费和其他领域等七类[3]。”疫情使得一些线下项目无法进行或延期开展，许

多体力技能型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就业机会因此受限，他们中的部分会选择转向知识型从业者。与此同时，

共享经济中知识技能分享的逐渐普及，促使零工经济的类型拓展到专业技能服务、内容创作、知识付费

等领域，且从业者的职业类型将更加丰富有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工程师、设计师、人力资源师、

网络主播等等。抖音就是一个典型的以知识型零工经济为主的平台代表，它为创作者提供了多种变现渠

道，创作者可以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分成来获得收益。抖音在近几年的创作者大会上也推出了几项措施

来帮助创作者创收，促进零工经济发展，如创作者扶持计划，即抖音将投入价值 100 亿元的流量来帮助

创作者在抖音创收 800 亿元，以及在 2022 年创作者大会上推出的原创者联盟计划，为创作者免费提供维

权服务。 

4. 零工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早期传统的零工经济发展缓慢且涉及领域较为单一，但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零工经济涉及

的领域也不断更新，美团、滴滴等平台的推出与发展更是为零工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动力。“在 2019
年，我国零工经济对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总增量的贡献度为 10.43%，预计到 2035 年，这一比

重将增至 13.26%，占 GDP 的比重将达到 6.82%。在 2036 年我国零工经济从业者更是会达到 4 亿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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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零工经济的发展为人们就业的方式提供了多种可能，虽然对于很多找工作的人来说，人们自由工作

的时间变多，但劳动者同时也面临着与雇主的劳动关系松散化、收入水平不易跟踪等问题。多数平台规

则的不合理与劳动者自身权益保障的缺乏，都使他们承担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如于网约车司机而言，部

分顾客无理的投诉会对他们的收入和情绪产生巨大影响。主要的问题如下所示。 

5.1. 从业者工作随意性大且社保意识薄弱 

大多雇佣零工劳动者所在的行业，多为工作时间不确定、工作场所随意性较大的。基于这种情况，

劳动者不仅薪金水平不稳定而且收入水平也较低。另外，多数零工劳动者的知识水平不高，接收到的信

息有限，导致大多数零工劳动者中法律意识淡薄，尤其容易忽视自身的社会保障问题。故很多用人平台

借机钻孔，谋取利益，没有为其办理社会保险。 

5.2. 雇佣双方的劳动关系模糊 

虽然零工经济的发展如火如荼，但是相关的制度建设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最为重要的就是“零工

经济从业者的法律身份的界定问题。零工经济从业者是属于雇佣人员、临时劳务提供者还是固定的业务

分包商[5]”。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发达，零工劳动者可选择的就业职位多、平台多，然而缺乏相应的法

律制度规范，使零工劳动者会与多个雇佣平台建立短期的雇佣关系。因雇主较多，这样建立的雇佣关系

也变得模糊不清，于是中介平台从中获利，减少劳动者的薪金，使得劳动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 

5.3. 高技能零工市场有待培育 

零工经济从技术手段上可以分类为低技术手段和高技术手段；从范围上可以分类为本地范围和全球

范围。目前，我国从事高技能类的零工人员相对较少，这类零工市场对从业者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对互联

网的熟悉程度要求较高。因此，开发这一类零工的人力资源还十分具有潜力。 

6. 解决措施 

6.1. 政府层面 

6.1.1. 政策实践与倡导 
1) 国内政策实践试点 
虽然零工经济正朝着市场化、专业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出现了许多挑

战和问题。在全国两会召开时，代表们也关注到了零工经济的发展问题。“从近两年的两会提案中发现：

‘零工经济’从业人员保障的复杂性，主要集中在对‘零工经济’从业者用工、社保等问题的关注。除

此之外，社会保险灵活性不足、费类过高导致的劳动者和企业负担重等矛盾也亟待解决[6]。” 
据资料显示，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以促进零工经济的发展。国务院曾在 2019 年

的发文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完善促进灵活用工的政策研究，做好灵活就业、新业态就业的基础保障工作，

深度挖掘零工经济从业者的权益保护的法律研究。这一系列法规的颁布从政府层面为其研究铺垫了基础，

更为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提供了思考方向。 
① 明确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类别划分标准。 
成都市人民政府在“推动新业态从业⼈ 员(前文已经提到新经济业态就是我们所说的零工经济，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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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社会保险”的尝试中提出了试行办法：根据用工特点的不同，建立标准，划分不同的类别以达到因

人而异的效果。将新经济形态从业人员分为新经济全日制员工和新经济形态下非全日制用工。 
② 完善零工经济企业内部管理机制。 
沈阳市人民政府在这一方面指出：作为新业态就业的重要端口之一，企业需要等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自觉规范企业行为，建立健全关于零工经济的相关机制。鼓励这类企业在合同签订、工资、福利、休息

休假、劳动安全等方面，通过专家咨询和民主协商等方式与员工达成合意，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双赢，打

开零工经济从业的新局面。这启示我们要保持包容审慎的态度，坚持分类施策，最大程度上地为劳动者

争取政策优惠和权益保护。 
③ 建立健全灵活完善的劳动保障体系。 
劳动保障体系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永恒话题。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研究也离不开社

会保险服务平台。我们对其分类、研究、探讨，最希望看到的还是将这一部分人员纳入社保体系中。依

托全国统一平台，为其提供网上参保的服务，拓展相关业务，减少办理时的诸多条件限制。 
④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浙江省人社厅在加强新业态就业的社会氛围建设时提出：要加大对零工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劳动

法律法规宣传与培训。一方面：借助新兴媒介、网络宣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各种途径，丰富从业者的

法制知识；另一方面，企业规范用工、依法用工的意识得到了提高。进一步完善了合作资源共享制度，

形成企业和个人双赢的局面。宣传时需要将典型的新经济业态企业作为标杆进行宣传，强化正面影响、

进行正面激励，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尊重新经济形态、鼓励发展新经济的良好氛围。 
2) 国外政策倡导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所颁布的“零工法案”来看，零工经济从业人员被归类为职工，并且可以与

全日制职工获得同等的待遇。2021 年，欧盟议会为保障自由职业者的权益起草了新的法规，争取工时、

赔偿等最低保障。 
综上可知，国内外关于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性研究有相似之处，也各有特色。其相同之

处是都从社会保险等方面给予劳动者安全感，在与全职员工享受同等待遇方面做出极大的尝试，顺应时

代潮流。不同之处在于：国内外对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社会保障容纳度不同、具体细节项目也有差别。在

我国，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要从国家大背景着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必须在政策方面予

以最大的支持，各部门通力配合，将政策落地，才能切实促进零工经济的发展。 

6.1.2. 法律法规 
政府应尽快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法律法规体系，“基于现有的《劳动合同法》的盲区之处，尽快查

缺补漏，完善立法，就零工劳动者及与其相关的劳动关系进行明确的关系界定，将针对零工劳动群体的

保障条例作为新的补充条款纳入现有法律体系中，使零工劳动者的权益能从法律层面上得到权益保障

[6]。”这一方面，前文提到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已经做出了初步尝试，相信在不断地试行和推广中，我们

能看到零工经济相关问题的划分在法律中得以明确体现。 
我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专门审查委员会制度。通过调查国家工人和工作的相关信息，并与专家进

行访谈，探讨当下的法律是否适应时代的发展。加强对零工经济从业者的调研访谈，思考如何通过法律

更好地为零工经济从业人员的工资工时、福利、休息休假等方面提供帮助。审查委员会走在“审查、发

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试行、推广”这一环节的第一步，其作用至关重要。做好这一步才能让法律对

于零工经济从业者的权益保护更加有针对性。 
我国还可以学习国外关于零工经济从业者劳动保障的相关法律制定政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实行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68


苏艺馨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4268 1977 社会科学前沿 
 

的法规中明确规定将零工归类为职工；《加州零工经济法》在确定员工类别以及权益保护、最低薪酬保

障等方面有极大的示范意义。我国要加快对零工经济立法的研究，在现行指导意⼈中不断发现新问题，

从而为零工经济立法的早日实现奠定基础。 

6.2. 行业规范 

零工经济在发展中如有相对完善的行业环境和有效的行业规范，便能更好地实现零工从业者的权益

保障。因此，在行业中如何解决其中隐藏的经济问题、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信息安全问题等，如何制

定行业规范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根据上述问题，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网约车行业”和“外卖行业”

进行了分析。 

6.2.1. 网约车行业 
从经济角度思考，目前移动支付普及，人们出门很少携带现金，因此网约车的支付方式大多采取线

上收取费用的方式。然而线上收费的方式存在滞后性，可能导致一些乘客在乘车后逃单。加之平台对于

逃单行为的处罚仅仅是无法再使用该平台叫车而已，处罚力度不够使部分网约车司机的权益没有得到相

应的保障，同时助长社会不良风气。平台应该加大对逃单乘客的处罚力度，同时应该由平台暂时垫付逃

单乘客车费，保障网约车司机合法权益。 
从人身安全角度思考，网约车行业进入门槛低，从业人员良莠不齐。近年来网约车司机对乘进行殴

打、辱骂、抢劫等事件层出不穷。平台需加大管理力度，对司机行为进行监督，记录好行车全过程，必

要时采取应急措施，如在发生险情后自动联系附近警察局等功能应该予以优化。对于网约车司机这一职

业，不能因为其是自由职业者就放任不管，也应当对其进行适当的筛选和培训。 
从信息安全角度思考，平台的司机和用户都应该实名制，以便发生意外时可以及时锁定目标用户。

然而如何保护这些信息、如何让用户和司机的个人隐私信息不被不法分子盗用也是网约车平台应该考虑

的重要问题。 

6.2.2. 外卖行业 
从经济角度看，一份外卖需平台、外卖员、商家都获得收益。在这层层分配下，出现了外卖价格虚

高，顾客让渡价值低的情况。而平台往往会以保障自身权益为主，侵占骑手和商家权益。面对这一问题

应该由政府出面，制定明确标准让三方利益划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合理分配后调整外卖价格。 
从人身安全角度看，骑手大多采用电瓶车这一交通工具进行配送，平台对骑手的配送时间要求严格，

加之任何交通工具都有一定安全隐患，出现了骑手为准时送餐而不遵守交通规则、引发交通事故等行为。

平台应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制定配送时长。 
从信息安全角度看，与网约车平台类似，外卖行业也涉及用户的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等隐私信息，

平台应当设立安全的信息库或使用虚拟信息以防用户的个人隐私信息暴露。 

6.3. 劳动者层面 

零工劳动者要主动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维权意识，在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时要谨慎。把握好政

策机遇，不断拓展技能知识。 
除了大众熟知的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也是劳动者可以选择的保障就业和生活的一种方法。 
根据我国现有的保险制度类型，大致上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财产保险三大类。对零工劳

动者而言，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这两类相对更重要，如补充医疗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

就零工领域中服务业而言，外卖员通常赶时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很大，购买商业保险能够为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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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安全保障；重疾险不仅可以保障劳动者终身，而且可以弥补劳动者因重大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

失能保险在劳动者因意外丧失工作能力且自身财产受到一定损失时，保险公司会给予补偿。零工劳动者

要明白，一般平台统一为员工购买的商业保险的保障期很短，保障额度并不高，自己可根据实际情况，

自行购买一些保障额度高且保障期限较长的商业保险。 
总而言之，社保与商业保险结合能给劳动者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6.4. 平台与企业层面 

6.4.1. 为签约的从业者缴纳社保 
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获得用人单位依据法律法规为他们缴纳的社会保险的权利。

以滴滴司机为例，平台都有实施司机的相关保障计划，但均不是全覆盖，即人员非全覆盖、保障方面非

全覆盖。 

6.4.2. 建立 EAP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员工帮助计划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角度分析：沟通能了解到员工的基本情况，为家境贫困或有特殊需求的员

工提供食宿帮助，即满足他们的生理需要；为其缴纳社保能满足员工的安全需要；予以关怀并及时解答

员工的疑难问题能满足员工的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提供提升技术与能力的平台能满足员工自我实现的

需要。故平台实施 EAP 员工帮助计划加强了企业、平台与员工的沟通，一方面能降低管理人员的负担，

减少错误决策；另一方面能提高签约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满意度，优化员工的工作情绪。 

6.4.3. 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 
平台内部可利用SCL-90 (Symptom Checklist 90)症状自评量表专业焦虑与抑郁测试等心理健康测试，

及时了解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保障员工心情的同时，也能更好地服务顾客，达到服务和利益双收获。 

6.5. 社会层面 

6.5.1. 推动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组织机构发展 
社会组织是公共关系的主体，好的组织能使公共关系更加和谐。目前，我国还没有社会组织或机构

是专门来保护零工经济从业者的权益的，零工经济从业者作为弱势群体，缺少一个来表达他们诉求和维

护自身利益的渠道。设立工会是国外企业常用的方法，而我国还没有零工从业者的工会组织。在这一点

上我国可以借鉴其经验，建立属于他们的专属工会组织不仅能帮助和指导零工劳动者与平台、企业签订

劳动合同，而且一定程度上能协调劳动关系、减少纠纷，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建立工会也能

组织开展技术革新或协作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可以提高零工劳动者的职业素养，促进职业技术

人才培养，有效开发人力资源。 

6.5.2. 促进各平台、机构合作，完善配套服务 
数字经济时代的零工经济模式在落实到具体操作环节时，也需要完善大量的配套服务，如前文提到

的薪酬问题。这时平台之间不应该只是“共享员工”，更应该互相协作。目前市面上的云账户就有许多

值得各个平台学习借鉴的地方，在这个为零工经济打造的人力资源综合服务平台，它可以帮助零工从业

者解决多数难题，如用智能算法进行报税和收入结算、在线辅导签约、身份核验。用工平台可以与发改

委、公安局、人社局等合作，共享数据与信息，导入有涉案或失信情形的重要数据，以及社保信息，帮

助企业和零工劳动者在签订协议前规避风险。 

7.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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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时代，“零工经济”作为一种现象级状态会扩展到更多领域，涉及更多层次的工作，并

逐步体现其价值，促进就业与经济的发展。对此，政府、社会和零工经济模式中的三方都应该同心协力，

共同促进零工经济的健康发展，共同构建覆盖面更合理、更广泛、更全面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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