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艳

分分享享经经济济下下
劳劳动动者者权权益益如如何何维维护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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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务院 《 “十三五 ”
促进就业规划》、 《关于进一步
做好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与国家发改委 《关于促进分享经
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都强调要
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 加强
对灵活就业 、 新就业形态的支
持， 研究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
用工和社保制度， 保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 在现有意见和措施的基
础上， 市总工会建议北京市发改
委、 网信办、 经信委、 人社部等
政府部门及时介入， 放管结合，
引导分享经济平台合理合法用
工， 实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与就
业质量提升的良性互动。

加强支付保障。 要重视平台
就业劳动报酬支付问题， 出台相
关政策，规范平台报酬支付形式、

支付周期、支付日期，引导平台与
劳动者平等协商服务价格、 提成
比例、劳动报酬，并在双方所签订
的劳动合同或协议中予以明确。
对不及时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应
予以严厉处罚。

改善社保政策。 建立针对平
台工作交易特点的特别社保系
统，实时掌握平台工作交易，实时
按单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 用于
劳动者的社会保障。 在某一平台
提供全职服务的专职劳动者，应
认定为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按
照职工社会保险政策参保： 以平
台就业为生但同时在多个平台兼
职的劳动者， 可参照非全日制人
员，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

保障职业安全。 在分享经济
平台提供服务的劳动者无论专、

兼职， 都面临职业伤害、 职业安
全问题。 对专职人员， 应认定为
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 按照工伤
保险政策处理。 对兼职人员可按
照劳务关系， 由劳务接受方 (即
平台) 给予人身伤害赔偿。 建议
强制要求所有平台为劳动者购买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以应对职业
伤害、 安全事故给劳动者与平台
带来的风险。

完善争议处理机制。 督促平
台完善内部沟通对话机制， 设立
争议调解组织， 由劳动者和平台
共同推举人员组成， 专门负责受
理劳动者的投诉， 并按程序处理
劳动者与平台以及消费者之间的
纠纷，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解决
在萌芽状态， 避免矛盾激化、 上
移，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昨天， 北京市政协第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 北京市总
工会向会议提交了14个提案线索。 其中一份 《关于加强对
分享经济平台的引导切实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提案》 引
起了政协工会界委员们的关注。 委员们表示， 将在政协全
会上对此进行进一步讨论、 研究。

2016年8月， 北京 “网约工”
劳动争议第一案开庭， 未签合同
的7名厨师被炒， 由此分享经济
平台与提供服务劳动者引发出
来 的 劳 动纠纷开始走进社会公
众视野， 一年多来， 此类事件频
现。 就此， 记者采访到了一些外
卖配送员、 网约车司机、 保洁 、
私厨等为分享经济平台提供服务
的劳动者， 发现他们各有苦衷，
希望能够规范劳动关系。

外卖配送员遇工伤
遭踢皮球自掏腰包

“干的就是份争分夺秒的工
作， 每天骑个电动车钻来钻去，
确实不安全， 我也想开了， 宁愿
少接单， 安全第一， 没有社保，
出了问题倒霉的永远是自己 。”
外卖配送员小胡的同屋小赵， 这
些日子正在宿舍养伤， 不但送不
了外卖挣不到钱， 还搭进去两千
多的医药费， 眼看快过年了， 小
赵特别着急， 损失的钱花在过年
上能红火不少。

小胡向记者讲述， 小赵那天
有一单是在一个平房胡同里， 天
气凉， 胡同里有一小处结冰， 路
也不太平， 车速也快了点， 一下
就滑倒了， 当时爬起来赶快接着
送餐， 后来才发现手腕骨折了。

本以为这算工伤， 出了事故
才知道， 他们所服务的外卖公司
不负责上保险， 而派遣公司根本
没给上保险。 皮球踢来踢去， 小
赵只有自掏腰包。 那就找找当时
签约的合同里有没有相关内容，
小赵好不容易从刚入职的配送员
那里找到了合同， 一项合约让小
赵顿时心里哇凉哇凉的， 合同里
写到： 乙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
违反交通规则造成的行政处罚 ，
由乙方自行承担； 造成的任何人
员的伤亡或者死亡， 由保险公司
负责赔偿。

出了这次事故， 小胡和小赵
合计着， 把伤养好， 过完年踏实
找份新工作， 即使还干外卖， 也
要找一家有保障的， 至少能给上
一个意外伤害险， “小事故认倒
霉也就算了， 万一出现大事故，
真心担负不起 ， 全家都跟着倒
霉。” 小胡告诉记者， 没有哪个
配送员不希望干好这份工作的，
大 家 都 渴 望 能 够 给 予 劳 动 保
障 和 人身安全保障 ， 谁不希望
体面工作？

没有劳动合同
网约工怀念实体企业

来自山西的陈阿姨， 在北京
当了七八年的保洁员，去年开始，
她的工作也追上了时髦，成了“网
约保洁”，全职在某家政平台上接
单，为客户提供保洁服务。她每个
月有4000元的底薪， 入职的时候
也进行了培训，平台派单，她接的
越多，提成也就越多。

刚入职的时候， 平台只与陈
阿姨签订了合作协议， 并没有签
订劳动合同， 后来出现拖欠工资
的纠纷才搞明白， 不签订劳动合
同很难证明存在劳动关系， 而且
后来才发现 ， 签订的合作协议
中 ， 写明了不存在劳动关系 。
“当初在实体家政公司都是有劳
动合同的， 我以为网络公司本来
就不给签订合同就没多过问， 谁
想到， 出现纠纷就不受保护了。”

为此， 陈阿姨还把平台起诉
到了法院， 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最终也只是和解解决，平
台虽支付了拖欠工资， 但劳动合
同依旧没有签订， 陈阿姨由此也
解除了与其提供服务的关系。“和
实体家政公司比，即便接单多，挣
得多，我总觉得没有安全感，不想
再上法院了。 ”陈阿姨说。

周晓龙是一家 “互联网＋”
餐饮企业的厨师， 公司有自己的
手机客户端， 消费者能在客户端
上下单选择厨师上门做菜。 当初
入职的时候， 仅需填一张入职登
记表 ， 一次试菜 ， 就顺利入职
了。 公司承诺每月可以调休2天，
有固定的保底薪酬。

经过一周的礼仪和菜品培训
后， 周晓龙开始正式接单， 在实
体餐饮企业做过厨师的他对这份
“私厨” 的新工作得心用手， 等
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 上了社
保， 就更踏实了。

令周晓龙失望的是， 公司始
终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也没有
社保。 “不想干了， 这样的工作
虽比实体轻松些、 自由些， 但没
有任何保障。” 周晓龙告诉记者，
以前在实体店铺上班时， 最起码
签了劳动合同， 有基本工资和保
险 ， 成为网上接单的上门厨师
后， 所有风险都由自己承担， 保
险全靠个人缴纳。 这样的工作，
一直干下去的话， 感觉随时有炸
弹要炸。

针对当前的发展态势， 北京
市总工会工运史和劳动保护研究
室专门对滴滴出行、 58到家、 E
代驾、 闪送、 国安社区、 医护到
家、 好厨师、 口袋律师等25家分
享经济平台共 1338名劳动者进
行 了 调 查 ， 发 现 分 享 经 济 领
域在劳动用工 、 劳动者权益保
障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调查发现， 劳动者与平台之
间的合约关系松散。 平台与劳动
者签订的基本都是民事协议 (包
括合作协议、居间协议等 )，调查
中没有发现任何一家平台与劳动
者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有6.13%
的劳动者与第三方 (劳务派遣公
司或外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另
有32.96%的劳动者与本职工作单
位或原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这些
劳动者有本职工作、 利用业余时
间在分享经济平台兼职)；60.91%
的劳动者属于无劳动合同就业。

其次， 专职劳动者缺乏社会

保障。调查数据显示，在分享经济
平台提供服务的劳动者以兼职为
主， 占51.12%， 专职人员占48.88%。
兼职人员缴纳社保的比例较高，
占90.06%， 但专职人员缴纳社保
的比例仅为65.8%，其中全部由劳
动者个人缴纳的占41.67%。 无论
专兼职， 外地户籍劳动者缴纳社
保的比例仅为65.12%。在回答“从
事平台就业最担心的问题”时，近
五成的专职人员和近四成的外地
人员选择“没有缴纳社保，存在后
顾之忧”。 年龄偏大的(如网约家
政服务员) 以及孩子要上学的劳
动者对社保的呼声更高。

劳动者缺乏职业安全保障。
48.58%的劳动者表示最担心的问
题是： 交通事故、 治安事故、 工
伤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 一些平
台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 为每一
单服务提供定制的意外伤害险，
用于对消费者或第三者造成的人
身伤害、 财产损失以及劳动者人

身 意 外 伤 害 。 但 意 外 险 尚 未
覆 盖 到所有职业 ， 一些平台的
意外险只针对主流业务， 不能涵
盖全体人员。 调查中仅有16.44%
的劳动者回答平台提供了意外伤
害保险。

还有就是劳动争议风险较
大。 22.93%的劳动者表示本人或
同事与平台发生过争议。 网约快
递员与平台发生争议的比例最
高， 占30.36%； 其次是网约车驾
驶员， 占26.86%。 争议原因主要
包括： 不能及时提现、 罚款、 克
扣收入、 解聘、 职业安全事故、
对第三方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
损失等。

此外， 劳动者对平台派单不
公平、信息不公开、制定规则不征
求意见、投诉渠道不畅、提成比例
过高、没有社保、福利差、不保障
劳动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等都非常
不满， 强烈呼吁政府部门及时介
入，加强监管。

现 象

建 议 加强支付保障 改善社保政策 完善争议处理机制

调 查 六成属无劳动合同就业 近三成发生劳动争议

6成无劳动合同 近3成发生劳动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