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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的认定

主持人: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迅速发展， 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维护等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其中， 对于一些新就业形态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实践中往

往莫衷一是。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

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通过以案释法引导裁判

实践， 对一些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给出了权威的裁判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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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光明网” 报道， 近日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联
合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

例。 记者注意到， 其中一起案例涉
及外卖员与餐饮外卖平台之间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问题。

徐某于 2019 年 7 月 5 日从
某科技公司餐饮外卖平台众包骑手

入口注册成为网约配送员， 并在线
订立了 《网约配送协议》， 协议载

明： 徐某同意按照平台发送的配送

信息自主选择接受服务订单， 接单
后及时完成配送， 服务费按照平台

统一标准按单结算。

从事餐饮外卖配送业务期间，

公司未对徐某上线接单时间提出要

求， 徐某每周实际上线接单天数为

3 至 6 天不等， 每天上线接单时长

为 2 至 5 小时不等。 平台按照算
法规则向一定区域内不特定的多名

配送员发送订单信息， 徐某通过抢

单获得配送机会， 平台向其按单结
算服务费。 出现配送超时、 客户差

评等情形时， 平台核实情况后按照
统一标准扣减服务费。

2020 年 1 月 4 日， 徐某向平

台客服提出订立劳动合同、 缴纳社
会保险费等要求 ， 被平台客服拒

绝， 遂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劳动仲裁认为： 此案中， 徐某

在某科技公司餐饮外卖平台上注册

成为网约配送员， 其与某科技公司
均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认定徐某与某科技公司之间是否符
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 需要查明

某科技公司是否对徐某进行了较强

程度的劳动管理。 从用工事实看，

徐某须遵守某科技公司制定的餐饮

外卖平台配送服务规则， 其订单完
成时间、 客户评价等均作为平台结

算服务费的依据， 但平台对其上线

接单时间、 接单量均无要求， 徐某
能够完全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及工作

量， 因此， 双方之间人格从属性较
标准劳动关系有所弱化。

另外， 某科技公司掌握徐某从

事网约配送业务所必需的数据信
息， 制定餐饮外卖平台配送服务费

结算标准和办法， 徐某通过平台获
得收入， 双方之间具有一定的经济

从属性。 虽然徐某依托平台从事餐

饮外卖配送业务， 但某科技公司并
未将其纳入平台配送业务组织体系

进行管理， 未按照传统劳动管理方
式要求其承担组织成员义务 ， 因

此， 双方之间的组织从属性较弱。

综上， 虽然某科技公司通过平
台对徐某进行一定的劳动管理， 但

其程度不足以认定劳动关系 。 因
此， 对徐某提出的确认劳动关系等

仲裁请求， 仲裁委员会不予支持。

人社部、 最高法院认为， 《关
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

权益的指导意见》 明确不完全符合
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 并指出相关

部门应指导企业与该类劳动者订立

书面协议 、 合理确定双方权利义
务， 逐步推动将该类劳动者纳入最

低工资 、 休息休假等制度保障范
围。 在仲裁与司法实践中， 应在区

分各类情形的基础上分类保障劳动

者合法权益， 并积极推动完善相关
法律政策， 进一步畅通劳动者维权

渠道， 充分实现平台经济良性发展
与劳动者权益保护互促共进。

典型案例：外卖小哥与平台不存在劳动关系

■ 链接

李晓茂 ： 由于 《劳动合同

法》 实施后， 强调 “建立劳动关

系 ，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

因此实践中大量劳动关系认定纠

纷往往都是基于没有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而产生的。

对于这种情况下劳动关系的

认定， 实践中可以参照原劳动与

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关于确立劳

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即以

接受管理+领取报酬作为认定的

关键， 以工资支付凭证、 社保缴

费记录、 工作证服务证等证件、

登记表报名表等表格， 以及考勤

记录或者其他劳动者的证言作为

认定的依据。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

项的通知》 第一条规定， 用人单

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 劳

动关系成立： （一） 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

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

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

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

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

酬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

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

第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与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认定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

证： （一）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 缴纳各

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 用

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 “工作

证” “服务证” 等能够证明身份

的证件； （三） 劳动者填写的用

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记表” “报

名表” 等招用记录； （四） 考勤

记录； （五） 其他劳动者的证言

等。

其 中 ， （一 ） 、 （三 ） 、

（四） 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

负举证责任。

传统劳动关系：接受管理 + 领取报酬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
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特定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通过劳务公司或注册个体工商户不能规避劳动关系

潘轶： 此次典型案例以及相关

裁决明确： 外卖平台用工合作企业

通过劳务公司招用网约配送员， 劳

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与平台企业或

其用工合作企业订立合作协议， 这

些都不能规避劳动关系的认定。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对平台企

业采取合作用工方式组织劳动者完

成平台工作的情形作出了规定。 在

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处理中， 一些

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也以外包或劳务

派遣等灵活方式组织用工。 部分配

送站点承包经营企业形式上将配送

员的招募和管理工作外包给其他企

业， 但实际上仍直接对配送员进行

劳动管理， 在劳动者主张相关权益时

通常否认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 将 “外包” 当成了规避相应法律

责任的 “挡风板” “防火墙”， 增加

了劳动者的维权难度。 在仲裁和司法

实践中， 应当谨慎区分劳动关系与各

类民事关系， 对于此类 “隐蔽劳动关

系”， 不能简单适用 “外观主义” 审

查， 应当根据劳动管理事实和从属性

特征明确劳动关系主体， 依法确定各

方权利义务。

在新就业形态下， 劳动关系与合

作关系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 劳动者

的劳动形式、 劳动时间、 工作场所、

取酬方式等更加灵活多样。 一些平台

企业及其用工合作企业利用这一特

点， 一方面诱导或强迫劳动者注册成

为个体工商户 ， 并与之订立合作协

议； 另一方面仍对劳动者进行较强程

度的劳动管理， 单方确定劳动规则、

报酬标准等事项， 以合作之名行劳动

用工之实， 严重损害了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

对此， 国务院印发的 《促进个体

工商户发展条例》 第三十条第二款规

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诱导、 强

迫劳动者登记注册为个体工商户 。”

在仲裁和司法实践中， 应当重点审查

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管理

和从属性劳动， 坚决防止 “去劳动关

系化” 规避用工责任， 充分保障劳动

者各项劳动保障权益。

外卖平台用工合作企业通过劳务公司招用网约配送员， 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与平台企业或其用工合作企业

订立合作协议， 这些都不能规避劳动关系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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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劳动合同法》 第

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第十八

条规定： “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

业和劳动者的关系”， 以上法律

规定和政策精神体现出， 认定劳

动关系应当坚持事实优先原则。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

项的通知》 相关规定体现出， 劳

动关系的核心特征为 “劳动管

理”， 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

具有人格从属性、 经济从属性、

组织从属性。

在新就业形态下， 由于平台

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较大变

化， 劳动管理的体现形式也相应

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认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

台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应当对照劳动管理的相关要素，

综合考量人格从属性、 经济从属

性、 组织从属性的有无及强弱。

从人格从属性看， 主要体现

为平台企业的工作规则、 劳动纪

律、 奖惩办法等是否适用于劳动

者， 平台企业是否可通过制定规

则、 设定算法等对劳动者劳动过

程进行管理控制； 劳动者是否须

按照平台指令完成工作任务， 能

否自主决定工作时间 、 工作量

等。

从经济从属性看， 主要体现

为平台企业是否掌握劳动者从业

所必需的数据信息等重要生产资

料， 是否允许劳动者商定服务价

格； 劳动者通过平台获得的报酬

是否构成其重要收入来源等。 从

组织从属性看， 主要体现在劳动

者是否被纳入平台企业的组织体

系当中， 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组织

的有机部分， 并以平台名义对外

提供服务等。

新就业形态：从属性 + 要素式

应当对照劳动管理的相关要素， 综合考量人格从属性、 经济
从属性、 组织从属性的有无及强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