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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商业模式快速迭代，以平台经济为

代表的新业态层出不穷。广大快递员、外卖员辛勤劳动，联系千城百

业、服务千家万户，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新业

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为这部分群体提供完

善的社会保障，既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健

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的任务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如今，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兴起，新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

灵活就业、灵活用工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快递员、外卖员、

网约车司机，犹如“勤劳的小蜜蜂”，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

者”，在畅通经济循环、方便人民生产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同时，新业态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在劳动关系、工作岗位、

工作时间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目前，在把这类群体纳入社

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仍存在保障不足、积极性不够等问题。对此，

我们需要紧跟形势、顺势而为、积极研究对策，促进新业态条件下灵

活用工健康有序发展。坚持包容审慎“双维护”原则，积极响应党中

央关于顺势而为、鼓励新业态灵活就业创业、消除不合理限制的精神，

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新业态灵活就业、新模式灵活用工，跟踪实际、

问题导向、研究出台应对政策。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牵头，对新业态相



关问题进行顶层研究和设计，明确新业态企业、新业态用工的内涵和

外延边界，明确新模式下用工单位、平台企业、从业人员、政府、社

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形成监督管理的闭合回路。 

强化源头维护，推动完善法律法规 

完善相关劳动关系法律，适应新经济用工特点，出台相应政策和

法规，引导平台企业依法规范用工。在国家法律体系中，促进和保证

快递业发展的法律主要有《邮政法》《快递暂行条例》等，这些法律

法规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保障快递企业的稳步发展上，而对职工利益保

障问题涉及较少。因此，从国家层面制定出台保障快递员合法权益的

法律法规已成必需。一方面，发挥和尊重新型用工模式在扩大就业方

面的作用，避免僵化套用现有法律框架；另一方面，修订完善《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补充促进快递员

等新就业形态发展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将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纳入职业伤害保险范围。进一步明确非标准劳动关系认定方法和标准，

明确新型用工形式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增强法律实用性，将现行劳

动法保护手段有选择地适用于非标准劳动关系业务，保护快递从业人

员的合法权益。这样既有利于快递业的健康发展，也能使快递职工的

利益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尤其要把签订劳动合同、足额为职工缴纳社

会保险费、加强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保证休息休假、民主政治权利等

作为重要内容，以法律形式做出明确规定，使广大快递从业人员的合

法权益得到保障。同时，人大、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将结果纳入企业信用评估和工商年检的内容，倒逼企业关注快递职工

合法权益。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社会保险制度 

社会保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维护新

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核心是维护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要落实快

递以及其他新业态企业的社会保障主体责任，不断强化快递行业等新

业态“用工”企业的主体责任。“用工”企业应兼顾市场运营模式创

新与劳动权益保障，在满足快递行业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基本社会保险

保障的基础上，为从业人员提供包括意外身故、意外伤残、意外医疗

以及养老保障等必要的商业保险支持，减轻从业人员经济负担。对非

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可考虑通过税务结算系统，按单、按次由平台企

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努力将大多数劳动者都囊括在社保制度

的范围之内，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

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可以借鉴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建立快递从业人员权

益保障“三支柱”体系，切实提升快递员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以基本社会保险为第一支柱兜底，要求快递企业为快递从业人

员参加社会保险，为快递从业人员提供基础性、兜底性保障；以快递

企业为从业人员购买补充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或行业内统

筹建立救助基金等为第二支柱，政府为相关企业给予适当财政支持加

以引导；以鼓励有能力和意愿的快递员个人购买商业保险为第三支柱，

进一步扩大快递从业人员的风险保障范围。 



优化制度安排，推动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保 

指导不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新业态从业人员，以灵活就业人员身

份按规定（取得当地户籍）自愿参加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

会保险。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特别是快递员、外卖骑手等高危职业人

群对工伤保险的强烈需求，积极探索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机

制。 

强化劳动权益保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完善就业、

劳动权益保护机制，规范快递员的工资标准、合同条款、商业保险、

纠纷解决等内容。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加强快递员权益保障的

指导意见，强化劳动用工、集体协商、依法参保、素质提升等要求。

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争议调解仲裁力度。推进快递业制定合理的

参保方案，根据职业环境和行业特性，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险体系，加

大意外伤害险的商业弥补。加快建设网上社保平台，为从业人员跨地

区参保提供便捷条件。以社会保险保障为基础、商业保险为必要补充，

推动政府与市场更好结合。一是探索多类型、多层次的参保模式，提

升社会保险的统筹能力，降低企业缴纳社会保险的压力。二是推动便

捷社保费缴纳制度，取消灵活就业人员户籍参保门槛，健全工作认定

机制，解决异地就医享受医疗保险的问题。三是加强快递员住房保障，

将快递员纳入公租房、廉租房等社会性保障住房的保障范围，制定快

递员子女就近就学政策，解决子女就学难问题。 

加快完善新业态从业人员（快递行业）的社会保险准入机制。打

破户籍、地域限制，建立更加灵活便利的社会保险参保机制；加快将



快递员、骑手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进度，引导新

业态企业自愿为从业人员参加单险种工伤保险。建议国家层面出台新

业态劳动用工和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打通社会保

险限制通道，从根本上解决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问题。 

合理分配劳动报酬。加快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标准建设，加

强劳动定额管理，依法保障其休息休假权益。推动新业态企业和行业

劳动关系双方就行业工资标准、劳动定额标准、工时休假等开展集体

协商，签订行业集体合同。督促指导企业制定合理的劳动报酬分配办

法，不断提高工资和福利水平。 

促进用工规范管理。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快递员等新业态企业

劳动用工情况、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共享，对出现侵害新

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的企业进行通报约谈，并督促其及时纠正。对

于用人方式为平台自招、外包公司招聘后派遣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指

导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的

责任和义务。 

  （本文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2022 年 11 月 4 日第 3 版，作者系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