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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浪潮中的社会保障之舟

丁纯

1956 年，在美国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正式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

标志着人工智能独立研究领域的诞生；1997 年，IBM 公司研发的深蓝

超级计算机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取得了一场震

撼世界的胜利；2016 年，谷歌公司开发的阿尔法狗机器人击败围棋

世界冠军李世石，人工智能在与人类的竞技中再下一城；2017 年，

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制造的机器人索菲亚被授予沙特公民身份，成为

全球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2020 年，OpenAI 中心发布最新自

然语言处理模型 GPT-3，具有语言问答、语言翻译、绘画功能、编程

功能、视频生成等功能模块……当前，人工智能浪潮席卷经济社会的

各个领域，智能机器人会听、说、读、写，会思考、学习、行动，在

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同时，成为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新型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科技力量逐渐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

影响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人工智能以低廉的成本，高效完成各类流

程式工作，开始取代部分劳动者；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发展

与产业转型，催生出新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变

迁的时代产物，与劳动力市场的特点高度契合，同样受到了深刻的影

响。

传统的社会保险关系不再普适。传统的社会保险关系建立在权责

清晰的劳动关系基础上，进而明确参保人和受益人。然而，近年来平

台经济兴起，从事非标准就业的人群在就业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就业人数迅速增长。据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从 2010 年到 2020 年，全球数字平台从业者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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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长 5 倍，且 2024 年非标准就业劳动力将占全球劳动力的 58%。

在大量非标准就业中，雇员与雇主之间难以满足标准的劳动关系，同

一雇员可能同时为几个雇主工作、同时处于多段劳动关系中或者短时

间内经历多次劳动关系的确立与解除。因此，非标准就业人群的增加

导致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化、社会保险责任方复杂化，传统的社会保险

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新就业形态。

常规的社会保障筹资受到冲击。其一，非标准就业人群难以被纳

入社会保险体系，只能受益于其他的附加性社会保障政策，社会保险

缴费人员基数减少；其二，雇主为节约经营成本，通过建立商业合作

关系等隐蔽手段，规避劳动合同关系，减少社会保险缴费金额；其三，

数字平台不限经营地点，业务形式灵活隐蔽，纳税基数、纳税主体及

常设机构难以确定，导致社会保险筹资受阻。此外，社会保险筹资的

公平性也存在争议，非标准雇员与标准雇员相比，没有固定的工作场

所，其风险难以评定，且由于工作场所多变，常处于高风险状态。一

些国家将这些具有高风险的非标准雇员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如何保证

社会保险的公平性成为关键问题。

系统的社会保障项目存在不足。为解决工业社会普遍面临的养

老、疾病、伤残、失业等问题，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建立起系统的养老

保障、健康保障、生育保护、失业保护、工伤保护、残障福利、儿童

和家庭福利等保障项目，但是这些项目仍不完善，尤其是面临人工智

能时代的新需求时，仍有待进一步优化设计。例如，随着人工智能替

代效应的增强，失业劳动力逐渐显现，失业保护的社会需求将不断扩

大，并且非标准就业人员也在增加，但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缴费型失业

保险制度，难以给予非标准雇员全面的失业保护。尽管少数国家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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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制度相结合，覆盖了非标准雇员，但是非标准

雇员能够得到的失业保护与标准雇员之间仍有差距。

现有的社会保障管理需转型升级。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越来越广泛

应用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领域，自动化机器、数字化软件等使得社会

保障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人工智能可用于信息的收集

与处理、简化社会保障的缴费与给付、开展线上劳动力培训、防范社

会保险欺诈等，从而促进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升级换

代，并在服务方式、服务水平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开创智能化社

会保障公共服务的新局面。

创新实践

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引发的新浪潮，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

制度，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底线，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同一份考卷。形

式丰富的社会保障创新实践，也逐渐在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国家内部

萌芽。

瑞典作为北欧国家之一，社会保障制度属于典型的“北欧模式”，

其特点为高税收、高福利、全覆盖，以“人人支付、人人受惠、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为基本理念，公费医疗保障覆盖全民，失业保险待

遇丰厚，推行普遍化与去家庭化的社会服务。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

下，瑞典通过与收入或缴款相关的养老金，为非标准雇员补充养老保

障，并将所有类别的劳动者都强制纳入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但在某些

情况下，非标准雇员获得福利的条件与标准雇员不同。同时，瑞典也

将自由职业者纳入一般疾病保障计划，使其有权享受与标准雇员相同

的福利保障。此外，瑞典充分利用技术发展，开发“提款计划器”数

字工具，用户可以创建并比较具有不同提款期限和选项的养老金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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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发源地，其社会保障制度常被称为“大陆

模式”，具有以社会保险为主的特点，对劳动力市场保护程度高，与

北欧模式相比，国家只提供适度的社会保障。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

覆盖面，适应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劳动力需求，在养老保障方面，德国

规定个体经营者自愿选择加入社会保险，其他人（尤其是手工业者）

需强制投保，而从事农业和自由职业的人员享受各自的保障计划；在

失业保护方面，失业的自由职业者有权获得失业援助，但必须同标准

雇员一样，接受经济状况调查；健康保障方面，面向自由职业者提供

独立的疾病保险计划，但是不提供疾病津贴。同时，德国也借助人工

智能技术，升级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医疗

保险参保人进行疾病诊断、检测管理及手术辅助。

英国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代表国家之一，税收水平相对

较低，社会福利制度针对老年人、病人和穷人等弱势群体，并且社会

服务不发达。英国政府针对人工智能时代下非标准雇员的增加，作出

以下安排：个体经营者可以选择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自由职

业者也享有平等的养老金领取权利；个体经营者可以选择基于贡献的

求职者津贴，也可以申请基于收入的求职者津贴，即失业援助；自由

职业者需纳入一般疾病保障计划，疾病治疗福利与标准雇员相同。

西班牙的社会保障模式被称为“地中海模式”，其社会保障制度

设计比较重视养老金制度的安排，对就业保护程度较高，但福利与津

贴相对较低。随着非标准雇员数量的上升，西班牙政府改革了对兼职

劳动者的社保福利（失业福利除外）缴费期的评估方法，缩短了兼职

劳动者的缴费期，并降低最低缴费门槛。此外，西班牙政府也积极借

助人工智能技术，建设社会保障门户网站，简化并优化社会保障运行

流程，提供新型数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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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也积极响应，从养老、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入手，颁

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关于做

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等，逐步建设并完善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养老保障方面，我国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

的户籍限制，积极促进有意愿、有缴费能力的灵活就业人员及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工伤保护方面，我国开展新就

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在失业保护方面，我国重点

推动中小微企业、农民工等单位和人群积极参加失业保险。以广东省

为例，《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办法（试行）》规定，依

托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

但未与平台或机构等相关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以及无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等，可按照相关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

待遇。

此外，我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社会保障经办服务，依托全

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提供网上参

保登记等便捷服务，支持其以个人身份在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办理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个人权益记录查询、社会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等业务。

未来启示

尽管世界各国已经开始不断弥补社会保障制度短板，但改革之路

仍无止境。展望未来，社会保障制度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人工

智能技术的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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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根据人工智能时代下劳动力市场

的特点，完善保障项目、优化福利待遇、丰富缴费结构，提高社会保

障包容性，扩大覆盖面，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兜底工作。

建立非标准雇员权益保障机制。根据人工智能时代中非标准雇员

的工作形态，探索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明确数字平台与从业人

员的关系，规范劳动力市场发展，明确如何界定非标准雇员的社会保

障参保资格。

增加教育投入以支持终身学习。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升级迭

代，社会保障机构可根据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向，加强劳动力技能培

训，将技术冲击下的弱势劳动者赋能为技术运用的掌握者。

人工智能浪潮奔流不息，社会保障之舟如何破浪前行、行稳致远，

世界各国都需要持续探索。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保障》杂志 202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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