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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宋 浩

近日，某平台外卖员在送
餐途中猝死的新闻引发社会关
注，在经过舆论发酵之后，平
台方将原本赔偿的 2000 元

“人道救助金”改为60万元抚
恤金，并承认其保障体系存在
漏洞。这则看似偶然的事件，
揭开了部分社会灵活就业人
员无法正常参与到社会保障
体系内的现状。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
新业态迅猛发展催生出了大
量如网约车、快递、外卖配送、
家政服务等从业群体，极大地
丰富了我国现有的就业体系。”
九江学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孙飞告诉记者，伴随着灵活
就业规模扩大，相关就业人员
的社会保障问题也进一步凸
显，“在这些就业者中兼职人群
占很大比例，他们大多没有社
保，一旦遭遇工伤事故就会给
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他说。

“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
规模达2亿人左右，在解决劳
动者生计的同时，缓解了城镇
就业压力，成为吸纳就业的蓄
水池。”在2020年 8月7日举
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
部长李忠对新业态就业人员
的贡献给予了肯定。

然而，如何能让这些忙碌
于城市之中的灵活就业人员
加入到社会保障范畴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

社保全覆盖存在现实瓶颈

2020年 11月，中国社科
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孙萍及其团队在北京针

对外卖骑手展开了一项社会
调查，发现受访外卖骑手中六
成以上没有社保，而有社保的
骑手要么是原单位缴的社保，
要么社保由骑手自行缴纳。

曾在某外卖平台人力资
源部工作的夏女士告诉记者，
为了减少因劳动纠纷而产生
的麻烦，平台一般都将人力资
源部分分包给第三方公司，第
三方公司同外卖骑手签订“合
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这
样既免去了上社保的负担，也
逃脱了现行劳动法律的约束。

北京某劳务派遣公司负
责人田先生告诉记者，以外卖
骑手为例，从业人员大多为农
村进城务工人员，按照现有的
社保规定，如果没有本市城镇
户口，就无法自行缴纳社保。

“外地户口如在当地缴纳社
保，必须要有同当地企业签订
的正式劳动合同。”田先生说。

“很多人干外卖都是暂时
的选择，一旦有机会，大部分
人还是想找一个在稳定场所
上班的工作。”甘肃籍外卖员
蔡鹏飞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
流动性极高，本身购买社保的
积极性也不高，“大家在农村
都有新农保，迟早都要回去，
就不愿再多花这个钱。”

记者咨询有关社保系统
工作人员后得知，按照现行规
定，社保和农保只能选择一
种，不能实现来回转换。因
此，对于以农村户籍为主力的
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实
现社保覆盖不太现实。

工伤认定难上加难

“我们的收入主要取决于
单数。要想多挣钱就得多跑、快

跑。”蔡鹏飞告诉记者，意外受伤
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交警大队采
访时，一位民警告诉记者，他
们每天都要处理十几起机动
车和电动车的碰撞事故，八成
以上都是外卖和快递从业人
员逆行、走机动车道、超速行
驶等违法驾驶行为造成的。

《医保意外伤害管理办
法》规定，只有下列情况可纳
入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
围：参保人在无责任人情况
下发生的意外伤害;经有关
部门认定参保人承担部分责
任的意外伤害;因他人违法
行为导致参保人伤害的刑事
或治安案件，经人民法院判
决、裁定后，责任人未能全部
赔偿的或自伤害发生之日起
满6个月案件未破获无法确定
责任人的;其他经人民法院判
决、裁定后，责任人未能全部
赔偿的。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受
害者有医保也较难得到赔付，
只能靠意外伤害保险来赔
付。”据这位民警介绍，目前在
他所经手的案件中，这些平台
给骑手购买的意外伤害险保
额都不高，赔付额度有限。

虽然是因为工作而造成
的伤害，但是一旦遭遇意外伤
害，这些灵活就业人员很难获
得工伤认定。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是现行《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
工伤的最重要的两个条件，二
者必须同时具备才可以算成
工伤。灵活就业者大部分时
间和工作场所都不固定，要想
获得工伤认定非常困难。”北京
大成（内蒙古）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秀峰告诉记者，按照现有法
律规定，大部分灵活就业人员
难以获得正常的劳动保护。

社会保障成自由职业
群体崛起掣肘

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
学院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
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
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同比增
逾11个百分点，达到55.68%。

“伴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迅
猛发展以及人民对于生活品
质的不断追求、社会分工不断
精细化，自由职业作为一种流
动、灵活的工作方式变得更加
多样化和具有选择性，不仅调
动了大量的闲置资源，也创造
了更多的效益。”民进上海市
委城市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施
蔷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未来伴随物流及信息的高速
发展的灵活自由业态一定会
发展得越来越好，从业人员将
会越来越多。

“但要注意的是，灵活就
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仍存
短板，成为了行业发展的制约
因素。”施蔷生说。

“建议国家社会保障等相
关部门可以依据个人产出的
效益或者纳税相对应的比例，
设立相应的意外保险及养老
保障。虽然是新自由业态，但
是他们的产出和收入很多时
候并不比一般固定岗位的人
员薪酬低，针对个人收入，可
以设定相应的新型‘五险一
金’。”上海某企业法律顾问蔡
合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

商业保险或者社会组织也应
该为该类人群设计相关的保
险产品或者服务，补充现有社
保不足的问题。

“相关的社会保险机构，
包括商业保险等，可以与相关
行业协会密切合作。开展对
不同新业态人员的职业保险
试行。譬如说：外卖出行意外
事故险、家政服务的安全服务
险、个体网商的职业生涯险
等。”施蔷生说。

职业伤害保障
模式或解难题

此前，国内已有部分地方
针对无稳定或正规劳动关系
的新业态劳动者建立了从业
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如
山东省潍坊市采取了纳入工
伤保险基金的模式；江苏省南
通市、太仓市等地通过政府主
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方
式，建立独立的职业伤害保障
模式；浙江省湖州市此前推出
了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

“1＋1”保障模式，均取得了较
好的社会反响。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局邮件
接发员柴闪闪建议：允许灵活
就业人员的社保里面增加工
伤险，明确网约用工等新业态
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工作地参
保的缴费范围。针对众包骑
手等相对灵活就业者，特别是
平台收入达到一定基数且未
参加城镇职工社保的劳动者，
要确定平台企业的社保缴费
义务。

今年年初，人社部在对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6158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已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初步提
出职业伤害保障模式，引导互
联网平台企业探索以商业保
险对从业人员进行保障，推动
银保监会支持商业保险机构
灵活设计缴费方式、保险责任
等，满足不同平台企业多元化
需求，提供更多保障充分、服
务高效的保险产品。

“在现行条件下，如果简
单将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等灵活就业人员之间
认定为劳动关系，纳入现行劳
动保障法律调整范围，将大幅
增加平台企业责任，不利于新
经济新业态发展，也不利于吸
纳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在孙
飞看来，人社部职业伤害保护
模式的建立，将使大量灵活就
业人员的权益得到保障，也将
更好地促进新业态良性发展。

职业伤害保障模式将建立
为灵活就业人员撑起“保护伞”

江西赣州：
交通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
活动进校园活动进校园

3月 25日，江西省

赣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直属大队组织民警

走进学校，积极开展“知

危险会避险 守护安全

成长”为主题的交通安

全教育活动，通过上交

通安全体验课、正确使

用安全帽以及游戏体验

等方式，切实提高学生

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

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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