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需要各方携手共同努力

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涵盖方方

面面， 但社会保险是其中“关键一环”，

也是长期以来备受各方关注的领域。

“调研发现， 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大

多需自行缴纳五险一金。” 因收入不稳

定， 导致这一群体实际参保比例较低，

缺乏基本保障。

贾宇分析，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

适用于传统劳动关系， 未能有效覆盖灵

活就业人员， 导致该群体在医疗、 养老

等方面存在较大风险。

“虽然部分外卖平台强制要求骑手

购买商业保险， 但商业保险费用由骑手

自行承担， 增加了其经济负担。 出于

成本考量， 骑手往往选择理赔金额最

低的保险， 导致保障范围有限， 难以

有效应对意外事故对自身及第三方造

成的经济损失。” 贾宇认为， 在此情形

下， 急需通过立法的方式进一步明确规

范社会保险的缴纳主体、 保障范围、 缴

纳责任等， 切实维护灵活就业人员的权

益。

记者注意到， 近期， 已有多个外卖

平台表态将为外卖骑手缴纳保险。

对此， 上海市政协常委、 劳动法专

家陆敬波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整个行业来看， 社保的覆盖能增强

新就业形态吸引力， 促进行业的健康发

展。” “权益保障越好， 从业者稳定性

越好， 行业生态发展就会越好， 这是一

个良性循环。”

去年 10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

布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中就提出， 要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维权服务工作， 研究推动新就业形态领

域立法。 “我相信这些实践经验的积累

提炼， 也能为日后国家层面立法提供鲜

活的素材和经验。” 陆敬波说。

贾宇表示， 接下来， 上海法院将继

续紧盯就业这个基本的民生， 聚焦快递

员、 网约车司机、 外卖骑手等各类劳动

者权益保障， 依法妥善审理好新领域新

类型劳动争议案件， 持续加大相关纠纷

调解， 加强普法宣传， 推动更多劳动争

议纠纷源头实质化解， 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

“但要真正解决这一痛点难题， 需

要各方携手共同努力， 营造公平的就业

环境， 进一步强化对灵活就业人员合法

权益的保障， 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 构建更加公平、 和谐、 稳定的社会

劳动关系。”

“希望全社会能够更加关注灵活就

业人员， 进一步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的权

益保障机制， 更好地维护灵活就业人员

的合法权益。” 贾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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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被外包” 权益保障存“痛点”
贾宇代表：建议立法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

  近期， 各大外卖平台纷纷表态为骑

手缴纳保险， 也让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

体的权益保障问题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在司法实践中， 我们遇到了不少案

件涉及这类问题。” “有的外卖骑手‘被

外包’， 有的‘被签订’ 自然人服务合作

协议， 当工作中出现受伤等情况主张权益

时， 用工平台或企业常常以此否认彼此存

在劳动关系。” 近日， 全国人大代表、 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今年的全国两会， 他聚焦这一问

题， 建议修订 《劳动合同法》， 加强灵活

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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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胡蝶飞

现实中， 外卖骑手专送外卖订单，

一旦被怀疑“偷” 订单、 “弄丢” 订

单， 将极大影响其诚信度和信誉。

此前， 有顾客下单了上海一餐饮公

司的外卖， 但一直未送达， 于是向餐饮

公司投诉反映情况。 餐饮公司查看监控

后发现， 这名顾客的订单被一位外卖员

取走。

餐饮公司认为， 取走外卖的是某平

台骑手张某。 于是通过平台联系， 并反

复要求张某提供全身照片核对监控视频

画面。

接到电话的骑手张某有些莫名其

妙，回忆起这笔订单已转单，并不是由其

配送。“这笔订单真的不是我取走的，你

们可以报警，让警察来查查清楚。 ”

然而， 餐饮公司并未报警， 甚至还

有员工持续对张某电话骚扰。 张某不堪

其扰， 无奈报警求助。

警察到场后， 双方在餐饮公司所在

商场的外卖通道对质。 “虽然显示已经

转单， 但你是初始接单的， 应该知道订

单信息， 还是可以取走货品。” 餐饮公

司坚持认为， 取走货品的不是转单骑

手， 那就只能是初始接单骑手张某拿走

货品， 而且监控画面中的人员与张某相

似。

张某十分愤怒， 认为餐饮公司员工

不仅不听其辩解陈述， 还反复索要全身

照片， 并持续污蔑其取走订单货品。 对

质期间， 商场物业人员及部分骑手都在

场。

张某认为， 餐饮公司侵犯了他的名

誉权， 于是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某的人格尊严

应受到法律保护， 认定餐饮公司构成对

张某名誉权的侵害。 最终判决餐饮公司

应以书面形式向张某赔礼道歉， 并赔偿

其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 元。

一审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依法保护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是人民法院的

责任。” 在贾宇代表看来， 加强灵活就

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是推进公平就业、

增强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去年， 上海法院审结涉外卖骑手、

快递小哥、 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争

议案件 1223 件。

“我们遇到了不少案件涉及到这类

问题。” 贾宇指出， 比如， 有的外卖骑

手“被外包”， 有的“被签订” 自然人

服务合作协议， 当工作中出现受伤等情

况主张权益时， 用工平台或企业常常以

此否认彼此存在劳动关系。

司法实践中， 上海法院在现有法律

框架内， 努力做好涉灵活就业人员相关

案件的司法保障。比如，涉外卖骑手劳动

关系纠纷案中， 根据实际用工情况认定

骑手与平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破除以

连环外包等隐蔽手段规避用人责任的

“障眼法”，助推劳动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此外， 上海法院还发布了《关于司

法服务保障稳定就业的实施方案》， 会

同市人社局等部门出台了新就业形态劳

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意见， 不断健全

完善联动机制， 搭建调解平台， 形成工

作合力， 着力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

权益。

“然而， 无论是从现有的立法规制

来看， 还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

况来看， 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

问题日益凸显。” 贾宇说。

透过司法案件反观社会现实， 通过

调研发现， 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主要

存在收入分成不透明、 社会保险体系覆

盖不足、 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等“痛

点” 问题。

调研显示， 目前， 平台的派单机制

和计费规则较为复杂， 部分外卖骑手收

入被分包商抽成、 劳务外包公司截留，

收入分成比例不透明， 影响灵活就业人

员收入。

“收入分配的不透明和高强度劳

动， 加剧了骑手群体的生存压力， 亟待

通过修订相关法律进一步保障灵活就业

人员的劳动报酬， 规范工作时间。” 贾

宇告诉记者， 提出这一建议， 既是基于

对当前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的观察， 也

是基于对当前劳动者权益保护痛点的思

考。

在贾宇看来， 目前， 我国 《劳动合

同法》 主要针对传统就业方式， 难以适

应灵活就业的特点和需求。 大量灵活

就业人员面临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社

会保险参保率低、 劳动关系认定困难

等问题， 导致灵活就业人员在劳动报

酬、 劳动时间、 社会保障、 劳动安全

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保障不到位， 不仅

影响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切身利益， 也

制约了数字经济、 平台经济健康有序

发展。

此外， 贾宇还指出， 现行法律法规

体系不完善， 导致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

障缺乏刚性约束。

“现行《劳动法》 等法律法规对于

平台经济下的新型就业模式缺乏明确的

法律界定， 导致灵活就业人员维权困

难。” 贾宇告诉记者， 部分灵活就业人

员在工作过程中遭遇工伤或与平台企业

之间的其他纠纷时， 难以通过现有法律

途径获得有效救济。

“修订《劳动合同法》 以加强灵活

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 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急需通过专门立法， 统一

规范相关权利义务， 保障灵活就业人员

享有基本权益。” 贾宇呼吁。

合法权益保障存“痛点” 建议立法保障

建议立法明确规范五险一金缴纳

外卖骑手被污蔑“偷订单” 怒告商家

上海法院去年审结新业态劳动争议案件1223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