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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络主播……这些在“互联网+”形势下发展而来
的职业被称为新业态劳动者。新业态劳动者数量不断增加，为社会提供便利的同时，
其引发的劳动争议问题亟须关注。根据近日公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调查结果，
目前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到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成为职工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从业人员却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如无固定工作时间、无固定
工作场所、无固定收入等。这一日益庞大的“三无打工人”群体劳动权益如何保障？

4月25日上午，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以“维护新业态下和谐劳动关系”为主题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几年来涉及新业态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情况。

以案
说法

梁溪区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刘刚：
2021年至2023年一季度，梁溪区人民法院

共受理涉新业态劳动争议案件60余件，其中涉
及外卖行业46件、快递行业5件、网络直播行业
5件、网约车行业4件。这些行业大多属于服务
行业，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绝大多数
新业态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经济，从业人员在工
作时间、场合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从属性
不强。平台往往会与从业人员签订承揽、合作
等协议，或是将相关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又
或是让从业人员注册个体工商户，以此来规避
用工风险，因此人事管理、业务管控模式复杂多
样，导致纠纷一旦发生，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以
及用工主体就难以判断。

““三无打工人三无打工人””劳动争议案日趋复杂劳动争议案日趋复杂

新业态劳动者期待新业态劳动者期待““新新””保障保障

根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调查结果，目前全国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人数越来越多，占比越来越大。这些
不断增长的从业者已经成为我国劳动者队伍的有生
力量。大量新业态劳动者就业质量保障成为就业工
作的焦点之一。对于是否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联盛
律师事务所无锡分所党支部书记鞠爱军表示，对劳动
者和平台双方的法律关系仍应以是否符合劳动关系
本质特征作为判断标准，根据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
实际履行情况，综合考察，重点审查双方是否符合劳
动关系的本质特征。

“新兴的用工模式和服务形态，给就业市场和用
工形态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鞠爱军告诉记者，比如用工灵活性与权益保障的平衡
问题：新业态通常依赖于平台经济模式，平台上的从
业者往往以“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者”等名义存在，
面临的法律地位、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问题与传统
企业雇佣的员工有很大区别。因此，在保障从业者灵
活性的同时，需要平衡相应的劳动权益保障，以避免

“零保障”状态下的潜在风险和社会不公。
“新业态用工所面临的问题需要政府、企业、从业

者等各方共同努力，寻求公平、合理、有序的营商环境
和社会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鞠爱军表

示，一方面国家层面应尽快制定新业态用工方面
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呼吁广大用工企

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晚报记者 甄泽、晓城）

“证据电子化趋势明显。”刘刚介绍，
依托于互联网经济实现就业的新业态从
业人员，一旦发生纠纷，传统书面证据材
料较少，大多为微信聊天记录、平台及软
件数据等电子类证据，加上当事人证据
搜集和留存意识不足，给法院的审查和
认定事实带来困难。刘刚说，审理过程
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劳动者因为更
换手机、卸载软件、无法登录系统，最终
导致无法提供相关证据的原始载体，使
得自身缺乏有效证据来印证自己的主
张。

此外，劳动争议的内容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而日趋复杂，在同一案件中，劳
动者也往往会提出多种诉讼请求，除了
确认劳动关系、追索劳动报酬外，经常还
会提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差额、加班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社
会保险待遇损失等。但在实际裁判中会
因诉讼主体错误、基础法律关系有误、诉
讼请求无据可依等难以得到支持。

梁溪区人民法院就审理过类似的案
件，孙某注册成外卖配送员后，其工作内
容和考勤都由站点负责人吴某负责。孙
某在送外卖时发生车祸，平台公司却表
示孙某所在的站点已经承包给吴某，拒
绝认定工伤。好在，人社部门和法院最
终都支持了孙某的诉求。杨斌表示，
劳动者应当认真阅看用工企业或
平台提供的合同文本，特别是关
于薪酬支付、考勤管理、违约责
任、安全保障等条款，对于用
工性质是劳动关系还是承
揽、合作等关系都要有
明确清晰的认识。

杨斌坦言，让
劳动者时刻注意
保留证据、聊
天记录并不
现实，但是
在一些关键
节点，如劳
动 关 系 建
立、工资增减
等时候，可以对
相关记录进行留
存。

2020年5月，刘某看到一则快递公司的招
聘广告，面试后进入快递公司从事快递员工
作。快递公司向刘某发放了工作服，配备运输
快递的车辆，还要求刘某每天上午8点到公司报
到，领取派发的快递并派发。公司则根据刘某
的派件量每月进行工资结算。因快递公司拖欠
工资，刘某于11月提出辞职，并提起劳动仲裁。
后刘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快递公司支付工
资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梁溪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在快递
公司从事相关工作，接受考勤，由快递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出具工资表并发放工资。因此，虽然
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或其他书面协议，但两者
存在劳动关系，快递公司需向刘某支付工资及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共计8万
余元。

梁溪区人民法院速裁庭副庭长杨斌：
去年，我们审理的一起案件，涉及网络主播

和直播公司的劳动纠纷。去年2月份，原告李某
进入某公司从事主播工作，双方签了协议，约定
每月的保底收益及分成比例。之后，李某通过公
司账户进行直播。同年9月，李某辞职，此时公
司没有支付7月部分和8月的工资，因此李某向
法院提起诉讼。但这家公司表示，双方签订的
是合作协议，并不是劳动关系，因此不存在工资
一说。后来法院根据工作实际履行情况认为，
两者之间符合劳动关系，公司需向李某支付工
资。当然，网络主播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关系认
定不能一概而论。在另一起案件中，主播张某
与公司未签订协议，平时工作无须到公司报到，
也不接受公司的考勤，工作时间也是自行安排，
最终根据直播时长和流水，公司另行发放奖
励。因此，张某主张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
求公司支付工资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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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签劳动合同
能主张双倍工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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