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工市场”“灵活就
业”引人注目地出现在今
年两会的重要文件中。

不同于传统就业模
式，在数字经济时代，灵活
就业人群正日趋庞大。按
人社部等部门公布的数
据，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
员规模达2亿人左右。其
中，很大一部分选择依托
互联网的新就业形态。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马化腾提交了《加快推动
新就业形态发展、助力稳

就业的建议》。他说，新的
就业形态除在电商物流、
网络送餐、网约车等生活
服务领域外，还依托知识
创意领域和平台不断衍
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
事学院等发布的《中国灵
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
显示，2020年企业采用灵
活用工同比增长逾11％，
达到 55.68％，有近 30％
的企业表示稳定或扩大使
用规模。

马化腾表示，新就业

形态具有就业容量大、进
出门槛低、灵活性和兼职
性强等特点，形成“蓄水
池”与“缓冲器”作用，在劳
动力市场中与标准化就业
相互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灵活
就业改变了劳动者与雇
主之间的传统关系。中
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许光建表示，劳动
者从“公司＋员工”转向

“平台＋员工”模式，也由
此产生不少前所未有的
利益矛盾。

目前，“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正在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这个春天，一张新征程的蓝图
正在徐徐展开，一个事关更加美好生活的约定正渐行
渐近。在3月8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纲要草案进行了详细解读。

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为历次最高
权威解读“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

灵活就业人群遭遇工伤风险、“青春饭焦虑”……

这2亿人的职业痛点如何消除？
数字经济时代，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涉及约2

亿灵活就业劳动者撑起零工经济新业态。这个庞大劳动者群体日
益凸显的工伤风险、“青春饭焦虑”等职业痛点，成为两会热议话题
之一。多位代表委员提交了相关建议和提案。

政府工作报告和规划
纲要草案均对相关问题作
出回应。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
态，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
障试点。继续对灵活就业
人员给予社保补贴，推动
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
险的户籍限制。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
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健
全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关
系协调机制，完善欠薪治
理长效机制和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制度，探索建立新
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
障机制。

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了

相关建议和提案。
蔡庆锋在《关于建立

灵活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
保险保障的提案》中建议，
调整现行工伤保险制度，
从立法层面进一步规范此
类劳动关系，避免灵活就
业人员在遭受工伤事故
后，无法享受相应待遇。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
中央副主席、民革上海市
委主委高小玫在提交的大
会书面发言《规范平台用
工，维护劳动者正当权益》
中建议，进一步规范平台
用工合同，制订平台用工
专项法规，加强劳动监察，
规范平台管理，防止优势
地位方滥用权利。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
拓宽灵活就业群体参与
社会保障渠道，为就业困
难群体提供免费在线课
程和就业指导服务，建设
劳动者终身学习的“数字
学堂”等，以保障和服务
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身
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要尽量减少互联网对劳
动者“工具性”的放大，增
强对个人安全、尊严、可
持续发展的考量。

“新业态制定劳动关
系的规则要倾听弱者声
音。”许光建认为，制度设
计要兼顾各方利益诉求，
创造共赢的发展模式。

（据新华社）

部分代表委员与专家
表示，对于灵活就业人群
的劳动权益保障，尚存在
法律依据不足、制度设计
不完善等问题。

问题比较突出且频
频引发社会舆情的是工
伤保险缺失。“灵活就业
人员在遭受工伤事故后，
常常因为不能参加工伤
保险而无法享受相应待
遇。”全国政协委员、天津
市滨海新区政协副主席

蔡庆锋说。
在灵活用工模式下，

用工企业与灵活用工平台
之间、灵活用工平台与工
作人员之间均为合作关
系，不受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等规制劳动关系的法律
法规约束。

人社部的调研显示，
在缺少工伤保险的背景
下，多数平台企业通过购
买商业保险实现其从业人
员的职业伤害保障。但与

工伤保险相比，灵活从业
人员购买的商业险普遍附
加值低、保障力度小。

还有部分灵活就业者
由于没有缴纳养老保险，
只能趁年轻拼命挣钱。记
者发现，很多公司外卖骑
手社保缺失。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
政府和用工方要帮助从业
者解决只能吃“青春饭”问
题，妥善解决社保缴纳问
题。

零工经济：从“公司＋员工”转向“平台＋员工”

痛点：工伤、养老、职业培训均难保障

新业态劳动关系规则要倾听弱者声音

纲要草案提出“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目
标和“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
同富裕”的要求。那么，该如
何理解“共同富裕”？对此，胡
祖才表示，至少要从四方面来
进行整体把握：

第一，共同富裕是“全民
共富”，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
分地区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享发
展成果，过上幸福美好的生
活。

第二，共同富裕是“全面
富裕”，既包括物质上的富裕，
也包括精神上的富裕，还包括
环境的宜居宜业，社会的和谐
和睦，公共服务的普及普惠。

总之，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
社会文明进步。

第三，共同富裕是“共建
共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全
体人民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
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
有，共建美好家园，共享美好
生活。

第四，共同富裕是“逐步
共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既
要遵循规律、积极有为，又不
能脱离实际，要脚踏实地、久
久为功，在实现现代化过程
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这个
问题。

（据新华社）

记者了解到，纲要草案里
有多项重要指标系“首次”或

“历次最高”，这又意味着什么
呢？

——不设GDP具体量化
目标。胡祖才介绍，纲要草案
将GDP作为主要指标予以保
留，同时将指标值设定为年均
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
度视情提出”，这种表述方式
在五年规划史上还是首次，实
际上是以定性表述为主，隐含
定量表述。

对此，他分析，这并不意
味着不要GDP增速。纲要草
案当中其他主要指标，比如失
业率、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
等，和GDP是相关联的，这些
指标给出了具体数字，隐含了
我们要努力使经济增速与潜
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

“我们通过多方面衔接测
算，GDP增速保持在一定速度
是有把握的。”胡祖才说，但考
虑到这五年内外部环境仍有
较大不确定性，不设定一个具
体的量化增速目标，有利于更

积极、主动、从容地应对各类
风险挑战，增强发展的灵活
性，为应对不确定性留有空
间，也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把工
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
效益上。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系首次
设置指标。对此，胡祖才介
绍 ，这 一 比 重 2020 年 是
6.16％，和发达国家相比有较
大差距。纲要草案提出，“十
四五”期间，这一比重到2025
年要达到8％以上。这是一
个非常鲜明的导向，即更加重
视基础研究。

——民生福祉类指标占
比为历次五年规划中最高。
五年规划既是“国事”，也是

“家事”。胡祖才介绍，纲要草
案在主要指标设置上，民生福
祉类指标数量最多。20个主
要指标中有7个是民生福祉
类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是
历次五年规划中最高的，覆盖
了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
老、托育等各民生领域。

记者了解到，纲要草案共
19篇、65章、192节，约7.4万
字。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胡祖才说，纲要草案重点体现
了“四个突出”：

第一，突出体现“三个新”
的核心要义，体现了对“三个
新”要求的整体把握、系统贯
彻和一体落实。

第二，突出做好“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有机衔接，设置
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
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5大类

20个主要指标。
第三，突出统筹办好发

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要求，
首次设立安全发展专篇，对
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
建设，保障粮食、能源资源
和金融安全等作出具体安
排。

第四，突出强化重大战略
任务落实的项目支撑，围绕国
家所需和人民所盼，共设置
20个专栏，提出102项重大
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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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设立安全发展专篇

多项指标系“首次”或“历次最高”

从四方面理解“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