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

2018 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361 万人，同

比增加 10 万人，与此同时，全国失业率维持

在 5%以下①。在经济减速背景下就业仍然保持

稳定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平台经济的发

展。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 《中国共享经济

发展年度报告 （2019）》 显示，2018 年，我

国共享经济交易规模 294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6%。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7.6亿人，参与

提 供 服 务 者 人 数 约 7500 万 人 ， 同 比 增 长

7.1%②。

2019 年 8 月 8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意见》 指出，“互联网平台经济是生产

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对优化

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尤其是增

加就业，都有重要作用。”《意见》 进一步肯定

了平台经济在稳定就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作为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根据 《中

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2019）》的数据显

示，在线外卖收入占餐饮业收入的比重从

2015 年的 1.4%提高到 2018 年的 10.6%，年均

增速约为 117.5%，是传统餐饮业的 12.1 倍。

平台经济的劳动权益保障挑战与对策建议
——以外卖平台的骑手劳动为例

陈 龙 *

【摘 要】外卖平台吸引了大量从业者，甚至引发年轻人“宁肯送外卖也不进工厂”的

就业现象。但外卖骑手的高流动率显示外卖平台同样存在问题与挑战。从劳

动过程的角度来说，外卖平台公司对“极速”的追求、对差评管理的依赖以

及对劳动时间的无限延长暴露了平台公司用工不规范的事实。从劳动关系的

角度来说，平台经济的灵活用工本质上反映了劳动关系的缺失，劳动权益很

难得到充分保障。本文建议对劳动关系判定标准进行革新，完善社会保障制

度，逐步将灵活用工纳入社保范围，同时促进平台公司实现用工规范化。

【关键词】外卖平台 用工不规范 劳动关系缺失

* 陈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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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大的两家外卖平台公司——饿了么

和美团，其官网公布的注册骑手总数已有 570

万。外卖平台经济通过高薪、自由与公平吸引

了大量劳动力，以至于引发了年轻人“宁肯送

外卖也不进工厂”的用工热潮。但在外卖平台

经济呈现就业繁荣的背后，外卖骑手的高流动

率似乎也暗示着外卖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与挑

战。

二、外卖平台经济的就业繁荣

2019 年3月刊登在 《三联生活周刊》 的一

篇题为 《当满大街都是外卖骑手，上百万劳动

力是否用错了地方？》 的文章在网上疯传。文

章指出劳动力正从制造业流向新兴的共享经济

平台。一面是诸如“饿了么”“美团”这样的

外卖服务业平台出现用工“井喷”，另一面是

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工厂却频频爆发“用

工荒”。根据美团点评研究院发布的 《2018 年

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 ③显示，2015 年“美

团”外卖骑手人数仅为 1.5 万人，但到 2018 年

底，日均活跃骑手人数就已接近 60 万人，注

册骑手数高达 270 万人，而且 31%的骑手原先

就是产业工人。

“你在外卖的路上风雨无阻，我在工厂的

流水线上忧郁哀愁；你看到的是蓝天白云，我

看到的是铁壁铜墙。”一句话道出了新一代产

业工人的苦楚，也折射出他们择业观的微妙改

变。在工厂，年轻人不仅要忍受工作的单调乏

味，还要接受各种管束。与此相反，骑手可以

自主决定上下班时间；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工作

场所；而且还摆脱了建筑业、制造业、低端服

务业非人性化管理，禁锢的等级和人情关系。

根据“饿了么”发布的 《2018 外卖骑手群体

洞察报告》 ④显示，超过 60%的蜂鸟骑手是由

于自由的工作时间选择加入，还有将近 30%的

骑手表示就是喜欢骑行穿梭在城市中的感觉。

因此,“自由”成了外卖平台经济吸引他们的

重要原因。

此外，诱人的回报也在刺激着他们蠢蠢欲

动。“饿了么”蜂鸟配送的官网上写着这样的

标语：“来’饿了么’，提成+奖金+补贴+保

险，最高可达 12000 元！”而在各种新闻媒体

中，也不乏有类似的报道：“月入过万屡见不

鲜，95 后成为蜂鸟新势力……”“近 20%为大

学生，33%已买房……”横向比较来看，外卖

骑手的工资不仅高于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水平⑤，相比其他伴随互联网兴起的服

务业来说，外卖骑手的工资也独占鳌头。根据

苏宁易购发布的 《2018 年快递员群体洞察报

告》 ⑥显示，中国快递员平均月工资在6000 元

左右，已被外卖骑手追上。而曾火爆一时的网

约车司机仅有 4600 元左右，更是被远远甩

开，以至于出现了快递员改行送外卖，网约车

司机“怒摔碗”的报道⑦。纵向来看，大多数

骑手在从事外卖配送工作之前，都从事过其他

工作，如保安、保洁、销售、餐厅服务员、流

水线工人，建筑工等。相比以往，他们目前的

收入也高出很多。

不仅如此，平台经济践行的“多劳多得”

体现了市场公平的原则。这对于那些早期有过

拖欠工资经历的人来说愈加弥足珍贵。2003

年，时任总理温家宝亲自为重庆市云阳县农妇

熊德明的丈夫讨回了被拖欠的 2000 元工钱

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清欠风暴”。⑧时至

今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依然存在。人社

部副部长邱小平说，“目标是到 2020 年，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实现基本无拖

欠。”⑨但在外卖平台经济中，不仅不存在拖欠

工资的问题，骑手甚至可以在一天工作结束以

后就立马提现。而且无论是提成、奖励还是补

贴，平台都将具体规则和标准公开化。公开透

明的工资结算方式以及允许及时提现的做法让

骑手们亲身体会到公平感和安全感。

最后，外卖平台的准入门槛低，不仅体现

在技术要求上，而且体现在宽松的应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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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于骑手的全部工作都是通过手机以及安

装在手机上的APP完成，涉及人机互动，因此

外卖平台公司设计的操作流程极其简易。在

APP的线上培训中，新手只需要按照教学指示

通过手机进行人机互动模拟，就可以在几分钟

内掌握工作的全部要领。在招募骑手方面，更

不存在性别、年龄、户籍、学历、婚姻状况的

额外要求。在“饿了么”官网上，明确写着骑

手需要满足的应聘条件：“年龄需满 18 周岁且

不超过 65 周岁，身体健康有健康证，无违法

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精神病史并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和相应劳动能力。”低门槛的

准入为广大务工人员⑩提供了绝佳的就业机会

和选择。

截至目前，“饿了么”和“美团”官网上

显示的注册骑手已分别达到 300 万和 270 万。

而“饿了么”和“美团”以外，“闪送”“达

达”“点我达”等即时配送平台也吸纳了不少

骑手。保守估计，全国骑手数量超过 700 万。

外卖平台经济呈现出一片就业繁荣的景象。但

在就业繁荣景象的背后，同样值得注意的问题

是骑手的流动率异常偏高。已有调查研究发

现 “73.26%的骑手工作不到 1 年，工作 3 年

以上的只有2.97%。”就业繁荣与高流动率之间

的张力似乎暗示了外卖平台经济背后存在的问

题与面临的挑战。

三、外卖平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

（一）“极速”的追求与代价

2017 年 3 月 27 日，美国 《华尔街日报》

以“奥运冠军也不如他们快!”为题报道了中

国的外卖骑手。报道中描述了外卖骑手的送餐

过程：

在北京的午餐时间，外卖送餐员郭子扬

(音)正在紧张工作，他的任务是在一个小时内

将 7 份餐按时送到顾客手中。他抵达餐厅后，

把已经用塑料饭盒打包好的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放在电动车的后箱里，已经没有时间等电梯

了，他从旁边的楼梯一路飞奔而上。在把这份

餐送给顾客之后，他点了一下智能手机上的

“已送达”，然而，他还有六份餐要送……

事实上，骑手要想在外卖配送行业站稳脚

跟，就必须学会“和时间抢速度”。一个骑手

40 分钟送完一个订单并不困难，但在高峰期，

每个骑手手上难免都有 7 个至 8 个订单。由于

订单的配送时间是重叠的。所以如果骑手原先

的速度是每单 40 分钟，那么在高峰期就不得

不提升到每单 5 分钟。于是，“天下武功，唯

快不破”成了每个骑手出奇制胜的秘诀。从40

分钟送 1 单到 40 分钟送 7 单至 8 单，是骑手与

时间抢速度的真实写照。而为了实现与时间抢

速度，超速、逆行、闯红灯等便成为“家常便

饭”。

问题在于，速度不仅是外卖骑手的立身之

本，也是平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生存的

关键。从 2012 年 4 月“饿了么”APP 正式上

线以来，“美团”“百度”“滴滴”先后加入了

外卖平台市场的抢夺，其后又出现“达达”

“点我达”“闪送”等即时配送平台。一时间，

中国外卖配送市场呈现豪强逐鹿之势。而除了

在价格与补贴上竞争以外，比拼服务就成了外

卖平台角逐的重点。对于配送服务而言，除了

“快”以外没有更多的竞争热点。于是“即

时”“极速”“30分钟送达”成了各个外卖平台

公司宣传的噱头，有的平台公司甚至直接以

“速度快”冠名，如“点我达”“闪送”等等。

速度关系到外卖平台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存活。

但是完成平台速度的“重任”最终还是落

在每一个骑手身上。而一味追求速度的结果便

是对交通法规的无视、侥幸以至于交通事故频

发。根据南京市交警局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南

京市每天有近 30 万的外卖订单通过 1.4 万名外

卖骑手送出。2018 年下半年，交管部门共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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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 4503 起，日均查处 25

起。其中，“美团”骑手 2041 起、“饿了么”

骑手 1698 起、“达达”骑手 411 起、“滴滴”

骑手 353 起。外卖平台公司常以打游戏来形

容骑手的配送工作，甚至借用《王者荣耀》中

的游戏元素——玩家装备、等级、排行榜来包

装骑手在现实世界的工作，把送餐看作是“一

路打怪与闯关”的冒险游戏。但孰不知游戏可

以重启，生命却无法重来。当资本利益驱动的

“极速”最终要靠脆弱的个体去实现时，就难

怪人们把外卖配送形容为“车轮上舔血的营

生”，外卖骑手是“巨头商战的炮灰，平台压

榨 的 对 象 以 及 互 联 网 盛 世 中 的 ‘ 骆 驼 祥

子’。”

（二）奖惩规则的不公与矛盾激化

2019 年 12 月 22 日，湖北武汉南湖佰港城

商场发生外卖骑手持刀行凶事件。网传事件

的起因仅仅是由于顾客对外卖骑手的服务不满

意给了骑手一个差评。区区一个差评何故引发

如此恶劣的行为的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而类

似的事件绝非偶然也非个例。因此，悲剧事

件的背后是外卖平台公司现行制度和规则存在

的问题。

一方面，所有外卖平台公司的奖惩比例存

在严重失衡的问题。以“饿了么”为例，奖惩

体现在现金和“蜂值”的回报上。“蜂值”的

累积决定了骑手的等级，等级越高的骑手随机

获得平台系统派单的几率越大，而且骑手的基

础配送提成会随等级的升高自动提升，因此

“蜂值”对骑手而言至关重要。骑手送餐每获

得顾客的一个好评，就可以在基础配送提成的

基础上，额外获得 1 元至 2 元的现金奖励和 2

个“蜂值”。但如果骑手获得的是顾客的差

评，那么将从骑手的每月的基础配送提成中扣

除 10 元至 20 元的现金和 20 个“蜂值”，如果

被顾客投诉，处罚会更加严厉。表 1 显示了

“饿了么”常规订单的“蜂值”积分规则。从

表中可以明显发现，奖惩比例存在严重失衡的

问题。

在充分占领市场份额以后，“饿了么”竟

率先以“消除骚扰顾客”为由取消了好评奖

励。骑手的收入因此减少。令人诧异的是，

好评奖励虽然被取消，但是对差评和投诉的处

罚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严苛。取消好评奖

励后，差评的处罚力度提高到每单 50-100

元，按骑手每单的基础配送提成 8 元计算，一

个差评的罚金超过骑手 6 个订单的收入总和。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就是

由于互联网平台公司经过几番市场竞争最终形

表1 常规订单“峰值”积分规则

完成单数

好评单数

超营业时间订单

超配送范围订单

超时单数

差评单数

被投诉单数

欺诈单

＋1分/单

＋2分/单

＋1分/单

＋1分/单

－4分/单

－20分/单

－30分/单

－10分/单

有效完成单

用户给予好评

晚22∶00—次日9∶00的订单

超3公里订单

系统判定超时

用户给予差评

用户和商户发起投诉

系统判定欺诈

类 型 说 明 获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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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两家平台独大的市场格局，虚拟的平台成

为垄断资本家。面对如此严厉的处罚，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骑手对顾客的差评会如此在意。骑

手一天的奔波辛劳很可能因为 1 个至 2 个差评

就付之东流。

另一方面，骑手对消费者的评价结果无法

改变。外卖平台公司把监督和评价骑手工作的

职责赋予了消费者。一方面降低了管理成本，

另一方面也把劳资冲突转移到骑手与消费者身

上。从接受派单以后，外卖骑手的行踪在消费

者面前变得透明化。消费者根据骑手是否绕

路、超时、撒餐以及送餐态度对骑手进行评

价。外卖平台公司随后根据消费者的评价反馈

奖惩骑手。骑手可以对消费者的投诉进行申

诉，但对于差评的结果无法改变。这就造成了

消费者评价的绝对性，骑手因为投诉和差评引

发的不满也就会直指消费者，而不是对本就不

公的奖惩制度提出质疑。送餐环节本身又制造

了骑手与消费者面对面接触的机会，消费者对

骑手送餐的挑剔、歧视以及过分要求 （扔垃

圾、买烟、索要赔偿） 都会引发骑手内在的不

满，而累积的不满随时有可能向外爆发。因

此，消费者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资本的“替罪

羊”，成为骑手发泄不满的直接目标。

（三）工作时间的无休止投入

虽然骑手的工作时间灵活自由，但是“与

高收入的绝对少数形成对比的是骑手普遍的超

时工作，88.12%的受访骑手每天工作 8 小时以

上，甚至有 22.77%的受访骑手每天工作 12 小

时以上。”不仅如此，大部分骑手每月休息的

天数也屈指可数。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骑手

会无休止地投入大量工作时间。不少骑手早上

7 点就出门接单，一直忙到凌晨，每天只睡五

六个小时。《经济日报》2019年12月就报道了

南京市秦淮区某小区一名 49 岁的外卖骑手在

出租屋内猝死的新闻。

事实上，由于平台经济的灵活用工模式，

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不仅灵活，而且不受 《劳

动法》 中有关工作时间的强制规定。因为工作

时间与收入成正比，所以在外卖骑手当中普遍

存在投入更多劳动时间以换取更高收入的现

象。而在骑手长时间的工作中，收益的不仅是

外卖骑手自己，代理商从中捞取了更多的提

成，外卖平台公司也从中赚取了品牌和流量。

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代理商还是外卖平台公

司都鼓励骑手延长工作时间，并将延长劳动时

间事先设计到了骑手的薪酬制度、身份等级和

各种奖励活动的规则当中。

首先，大部分外卖平台公司推行计件工

资，骑手收入主要来源于骑手的“跑单量”提

成。因此跑得越多赚得也越多。而要想跑得

多，尤其是超过其他骑手，就必须付出相比他

人更多的时间，同时提高工作强度。但是这种

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工作强度的提高又是骑手自

愿的行为。因为骑手认同了平台系统设计的

“游戏规则”——多劳多得。与布洛维通过对

资本主义工厂“赶工游戏”的研究发现如出一

辙，“赶工游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制塑造

了工人对“剥削”的同意，从而使资本在取得

剩余价值的同时掩盖剩余价值的重要作用。

其次，骑手的身份等级取决于骑手的“蜂

值”，而“蜂值”是通过跑单量、好评率和出

勤率决定的，且不说它们三者之间本身就是

“休戚与共”的关系，因为出勤率高、跑单量

才可能高，跑单量高，好评率才可能高。因此

提升等级就必须以长时间的出勤为基础。更直

接的是，对于全勤骑手，平台系统每周会自动

奖励 50 个“蜂值”。所谓的全勤就是：每周出

勤6天且工作时间不低于50小时。

最后，为了鼓励骑手多跑单，外卖平台公

司还设计了一系列的跑单奖励活动以“黏住”

骑手，如周奖励计划、“夏季战役”“年中奖

励”。如同网络游戏一样，“让玩家们把时间消

耗到游戏中是游戏制造者/资本的最终目标，

网游占有人们时间的赢利模式致使网游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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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营商们用尽手段让人们沉溺于此”这些奖

励活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为了增加骑手的工作

时间，因为只有长时间工作骑手才有可能获得

奖励。

（四）灵活用工与权益受损

目前，无论是团队骑手还是众包骑手，都

需要通过手机注册才能开始送餐。而在注册过

程中，每个骑手都必须签署一份 《网约工协

议》。《网约工协议》 从根本上确立了外卖平台

公司与骑手之间只存在用工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的前提。因此在签署协议的同时也为他们日后

的权益保护埋下了隐患。

2019 年 8 月 10 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抢

救室收治了一名触电的外卖配送员，他在当晚

顶着台风天的大雨送外卖，由于道路积水过

深，不慎触电，送到医院抢救室时，就已没有

了生命体征。在中国裁判文书公开网搜索“骑

手”后就会发现，涉及交通事故的判决文书多

达 927 件，误工费 753 件，人身损害赔偿 742

件，残疾赔偿金 440 件，保险合同 299 件等。

而在这些案件中，争议的焦点都集中在雇主是

谁的问题上。从现行工伤保险条例来看，工伤

保险体系非常强调雇主责任。工伤保险制度就

是建立在具有稳定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而平台

经济重新定义了工作和就业，去雇主化、就业

灵活化等特征对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带来了巨

大挑战。对于“车轮上舔血的营生”而言，能

够拥有工伤保险对于骑手来说十分重要。

但是外卖平台公司奉行“轻资产化”战

略，除了核心技术人员以外，大部分工作都外

包给代理商公司。代理商则以“兼职不提供五

险一金”为由，辅之以高薪资、工作自由等优

势吸引劳动者应聘。但当事故发生时，外卖平

台公司和代理商会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由于

没有缴纳社会保险，骑手无法进入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因此不得不独自承

担工作风险。尽管代理商给骑手购买商业保

险，但是当骑手出险想要申请理赔时，就会发

现商业理赔并非易事。不仅程序繁琐，骑手还

要准备繁杂的纸质材料，报警记录、交通责任

划分、车辆是否超标等等，一圈下来骑手宁可

自认倒霉。当问及公司是否出面解决交通事故

时，他们都表示，“公司不会管，还耽误我们

的时间”。于是“私了”及现金赔偿就成为他

们解决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方式。

事实上，“最热门的平台类型——与共享

经济相关的平台——也是最不可持续的。”尽

管像 Uber （优步）、Airbnb （爱彼迎） 这样的

平台企业通过尽可能地外包成本来维持运营，

譬如 Uber 司机要承担车辆的汽油、维护和保

险等费用，而 Airbnb 的房东要承担房间的清

洁和维护费用，然后从平台上成交的每一笔交

易中抽取一定的租金，可对于大多数这样的平

台公司来说，它们仍然无利可图……从更宽广

视野来看，这些公司实际上是通过凌驾法规和

无视劳动者权益的方式才勉强取得成功的。”

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从劳动者视角出发，在骑手的劳动过程

中，外卖平台公司对“极速”的追求、对差评

的严苛以及对劳动时间的贪婪都可以看作是外

卖平台公司用工不规范的具体表现。而对于目

前的大多数外卖平台公司而言，正是通过不规

范的用工才勉强维持生存。不规范用工根本上

反映了平台经济灵活用工背后的劳动关系缺

失。

因此，当务之急是对劳动关系判定标准进

行革新。我国现行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和基本

政策主要是基于传统用工方式的特点设计制定

的，依据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具有“人身

依附性”和“管理从属性”，其中，“人身依附

性”“管理从属性”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

理和控制，即学理上所说的“从属性”，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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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劳动关系所具有的最根本特征。但在零

工经济、平台经济以及灵活就业日益兴起的背

景下，传统的认定标准已经很难适应新经济的

发展需要。因此要针对平台经济的劳动特点，

研究和制定既符合平台经济发展又能切实保护

平台经济从业者权益的判定标准。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灵活用工纳入

到社保范围。已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求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必须存在劳动关系，才能享有全面

的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关系的绑定

事实上将许多灵活就业的从业者排除在外。根

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2019）》的

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提供服

务者人数约 7500 万人，而同期的平台员工数

为598万人。前者是后者的10倍之多，而且也

最有可能是被排除在社保之外的从业者。当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灵活就业的时候，社会保障制

度就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将非标准劳动关系

的从业者纳入进来，保证大多数平台经济劳动

者进入到社会保障的制度范围内。

最后，平台公司要逐步实现用工规范化。

平台企业通过劳动分包的手段不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逃避了作为真正雇主的责任。在利

益驱动下，外卖平台公司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

“极速”的追求、对差评的苛刻以及对劳动时

间的贪婪。劳务分包公司也常常以 《网约工协

议》 偷梁换柱。《网约工协议》 非但不适用

《劳动合同法》，而且要求劳动者履行的义务远

多于权利。因此要严格按照劳动法律法规敦促

平台企业用工规范化，加强对网约工的技能培

训、安全教育；要为网约工办理意外伤害险和

其他真正起到维护劳动权益的商业保险，以保

障网约工的人身安全，维护劳动者的尊严，提

高他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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