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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视

“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问题研究

李坤刚＊

内容摘要：我国新型“互联网＋”下的灵活就业人数在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而人工智能将导致就业进一步

灵活化，故建立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符合就业的当前需要和未来趋势，同时还应防止建立灵活就业者工伤保

险后可能淡化劳动关系的趋势。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与灵活就业者具有不匹配性，可借鉴地方试点，以“以

支定收、适当补贴、分账管理、能保尽保、合理补偿”为原则，适当缩小工伤认定范围，改工伤双赔模式为单赔

模式，强调灵活就业的工伤保险应以治疗和康复为保障目的。另外，还必须处理好不同地域和就业类型变化

下，工伤保险的可持续缴费和灵活衔接，以符合灵活就业的工伤保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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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三十年中，就业的灵活化一直是世界就业发展的潮流。在我国灵活就业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根据

２０１７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国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约８．０６亿，就业人员约７．
７６亿，其中能够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仅有２．９亿，其他的大量就业是各种形式的灵活就业。① 早在２００４
年原劳动部副部长王东进就曾提出，应完善劳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灵活就业的发展。② 然而，与灵活就业

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至今仍未能建立。２０１６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③提

出，要探索适应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保障方式。由此可见，人社部目前将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放在了重

点关注的方面。本文拟结合“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就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制度

设计进行研究，提出我国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性建议。

一、“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就业的发展状况

我国灵活就业的发展背景与国外的发达国家不同，后者系在工业化完成的背景下，并在劳动关系稳定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的灵活就业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市场开放而发展起来的。

我国的灵活就业以传统灵活就业为主，近年来“互联网＋”经济推动了新型灵活就业的发展，从就业发展的趋

势来看，灵活就业的增加是未来就业的发展趋势，下面就我国灵活就业的情况和趋势作总体概述。
（一）我国灵活就业的概况

关于灵活就业，国际通用的说法是，“非典型就业”导致了就业的灵活化。我国则直接使用了灵活就业的

概念。从本质上看，我国灵活就业的概念与国际劳工组织所使用的“非典型就业”（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ｍｐｌｏ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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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
参见贾毓敏总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２０１７）》，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页。
参见王东进：《完善劳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灵活就业的发展》，载《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人社部《关于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纲要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１６年（６３号），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５日

发布。



ｍｅｎｔ④）基本是相通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际劳工组织就提出过“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三大

基本类型：一是微型企业，主要是指那些经济上相对比较活跃的非正规就业部门，这些企业一般通过承包或

者分包协议与正规就业部门相联系，可以视为正规就业部门的一种延续；二是家庭企业，主要是指那些由家

庭成员来负责经营活动的非正规就业部门；三是独立服务者，主要是指那些清洁工、街头小贩以及擦鞋工等。

我国学界常用“灵活就业”代替“非正规就业”，他们认为“非正规就业”的说法本身就带有一种歧视的意味，相
反，采用“灵活就业”的表述能够更加准确地概括这种新型的就业模式。⑤ 实质上，国际劳工组织“非正规就

业”的内涵与我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灵活就业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的界定，就业人员指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

济收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具体指年满１６周岁，为取得报酬或经营利润，在调查周内从事了１小

时（含１小时）以上劳动的人员；或由于学习、休假等原因在调查周内暂时处于未工作状态，但有工作单位或

场所的人员；或由于临时停工放假、单位不景气放假等原因在调查周内暂时处于未工作状态，但不满三个月

的人员。⑥ 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我国的传统灵活就业一直发展较快，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城镇灵活就业

的增长率大大超过全国城镇就业增长率。据统计，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全国城镇就业增长率为３．２％，而城镇非

正规部门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２．５％，灵活就业对新增就业贡献比率达到了１３．３％。截止至２００４年，灵活

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５８．６９％，大大超过了各类正规就业人数。对灵活就业的界定和测算显示，２００２年

我国城镇灵活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介于４０．３％———４５．２％之间，截止到２００８年，这一比例依

旧稳定在４１．０％左右。⑦ 总体而言，灵活就业在我国增长快、规模大，对城乡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灵活就业快速增加源自于我国特有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经济发展地域不平衡和二

元制经济社会结 构，是 灵 活 就 业 增 加 的 根 源 所 在。根 据 有 关 统 计 数 据，２０１７年 底，我 国 整 体 就 业 人 数 是

７７６０３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⑧是４１４２８万人，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是１７８８８．１万人，城镇私企和个体就业

人数为２０７１０万人。⑨ 这里将城镇私企就业人员和个体就业人员放在一起统计，其中个体就业人员，包含了

大量的传统的灵活就业人员。
（二）“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就业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政府鼓励“互联网＋”经济，带动了“互联网＋”灵活就业的快速发展。伴随“互联网＋”所产

生的共享经济的到来，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就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例如，滴滴出行平台的司机数已超过１５００
万人，注册用户数达２．５亿人；在２０１５年底，京东众包就已发展注册快递员超过５０万人；猪八戒网注册用户

数已达１３００万人；使用过０２０类本地生活服务的用户数量超过３亿人。瑏瑠 我国“互联网＋”带动的新就业形

态主要有以下几类：（１）商业销售类，如阿里巴巴、京东商城等；（２）科技服务类，如猪八戒网、知乎网、在行网

等；（３）出行服务类，如滴滴打车、Ｕｂｅｒ打车等；（４）生活服务类，如５８同城、饿了么等。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２０１８）》显示，２０１７年我国提供共

享经济服务的人数约为７０００万，比上年增加１０００万人；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 工 数 约７１６万，比 上 年 增 加

１３１万，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９．７％。瑏瑡 这意味着城镇每１００个新增就业人员中，就有约１０人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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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企业新雇用的员工，而这些新员工多是以灵活就业的方式参加社会劳动的。除了这些商业化的专业服

务网络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打造网络就业平台，如合肥市正计划在两年内建立全市统一的家政服务网络平

台，让老百姓“扫扫二维码，月嫂请到家”，在线实施家政人员的注册、管理、服务、评价和监督机制。瑏瑢 此类专

业的互联网平台的打造会对灵活就业的促进和管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传统的灵活就业相比，“互联网＋”背景下的平台就业具有鲜明的特点。具体而言，主要特点有以下方

面：第一，在组织结构上，将传统的两方关系转化为三方关系，传统的就业是雇主和雇工直接联系，而互联网

形态下，通过互联网平台介绍、安排或者链接，才使得劳务（或者劳动）的买卖双方建立联系；第二，在组织形

态上，将原来的紧密关系变成了可松散又可紧密的关系，在传统的劳动关系就业中，劳动者一旦纳入用人单

位的组织体系，成为其劳动组织的雇员，即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而在互联网就业中，劳动者可以选择接受严

格或松散的约束，自己控制劳动时间；第三，模糊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界限，造成这种模糊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一是雇主由于控制因素的减少，劳动者选择的自由度增加；二是由于劳动时间上的松散性，劳动者的劳

动可能欠缺较好的连续性；三是劳动关系要素和非劳动关系要素的混搭，以“饿了么”为例，其骑手要穿统一

的公司服装送餐，这是符合劳动关系的要素，但交通工具却是自备的，这一点却是劳务关系的构成要素。此

外，互联网还是自雇就业和创业者的重要的平台。总之，正如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莫荣所总结

的，“互联网＋”就业的一大特点是就业形式多元化。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作形式、雇佣形式灵活多变，工

作层次涵盖高中低端，新职业不断涌现，众包就业、网络就业、创业就业等新形态出现。另一个特点是全职就

业兼职化，许多有正式工作的人群利用空闲时间兼职兼业，工作和职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瑏瑣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灵活就业是未来就业的发展趋势所在。一直以来，技术进步是灵活就业的最大推动

力，主要原因之一是计算机和电子科技的发展，目前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在快速进步，我们可以预见灵活

就业将会越来越多。世界历史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轨道，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了６０多年，虽历

经坎坷，但进步巨大。在很多领域，人工智能已经能够替代甚至超越人类。乔治·戴森（Ｇｅｏｒｇｅ　Ｄｙｓｏｎ）曾

说，“我们同机器如同手足”，“迎接与机器人共处的时代”。有研究者提出，虽不必过多担忧，但必须对随之而

来的法律问题加以重视。瑏瑤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严酷的现实，在制造业中工人的劳动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替代。劳动经济学家的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如果每一千名员工多使用一个机器人，那么缩减员工聘用比例约为０．１８％－０．３４％，减

少工资支出的比例为０．２５％－０．５％。瑏瑥 与此同时非正规就业人数越来越多，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
劳动合同正在发生变化，短期合同和不定期工作时间变得更加宽泛，全球大约６０％的工人就业以兼职或临

时性工作为主。瑏瑦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己创业或者自由职业，这种趋势在一些发

达国家尤其明显，因为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及税收优惠制度，作为介于失业者和就业者之间的一种自助

型劳动群体，开始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以美国为例，此类群体主要集中在零工经济（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领域，目前

的比例已经超过３０％，据报道在２０２５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５０％，届时，自雇佣群体与他雇佣群体基本分庭

抗礼了。

２０１１年德国提出“工业４．０”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通过物联网等技术提高德国制造业的水平。２０１３年

德国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发布了《实施工业４．０战略建议书》，认为德国的制造业不仅面临着中国等

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且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在制定各种计划，促进先进制造业的

发展。“工业４．０”将向实现物体、数据以及服务等的无缝连接和互联网方向发展，生产模式将从“集中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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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雨等：《互联网＋激活新就业形态》，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７日第０１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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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型”范式转换。瑏瑧 可以想象，这种“分散型”的范式在未来会导致用工越来越灵活。目前我国的灵活就

业虽以传统形式为主，新兴形式为辅，但未来这两种类型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新兴的灵活就业会增加，

灵活就业在就业中的总量亦会增加，故此，应提前关注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

二、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的对象、必要性和难点

（一）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的对象

灵活就业概念和国外的非典型就业概念一样，在内涵上均有一定的模糊性。例如，就非典型就业而言，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非典型就业的类型主要有四种类型：（１）临时性就业；（２）非全日制就业；（３）临时劳务派遣

机构介绍的就业以及其他涉及到多方主体的就业；（４）伪装的就业关系瑏瑨以及依赖型的自雇就业。瑏瑩 而在发

达国家里非典型就业的具体分类也是不同的，例如，日本官方将非典型劳动者分为以下几类：（１）非全日制雇

员；（２）临时工；（３）临时派遣机构派遣的受派劳动者；（４）合同制雇员（直接雇用的、全日制的、雇用期限相对

较长的工人）；（５）嘱托制雇员（在退休后又被直接雇用的、全日制的、合同期相对较长的雇员）；（６）其他不属

于上述类型的雇员。瑐瑠 从以上类型的法律属性来看，大多数属于具有劳动关系的就业，但存在少数例外。在

实践中，伪装的就业关系是劳动关系认定中的难题，可能会导致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此外，依赖型的自雇

就业在发达国家中也极少被视为劳动关系就业。

从法律属性来看，我国的灵活就业的概念也包含多种类型的就业：通过在互联网上开设网店就业的，则

会成为自雇就业者；通过在赶集网发布广告而获得商机的独立劳动者，则可能会和雇主形成民事劳务合同关

系的独立缔约者；通过隔三岔五地作为 Ｕｂｅｒ司机挣零花钱，则可能会形成劳务关系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但如果在互联网就业中，形成了具有劳动法属性的雇佣关系———劳动关系，则构成全日制劳动关系或者非全

日制劳动关系。

然而，就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指向的对象而言，其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保护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因

为依据现行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已经纳入工伤保险

之中，只有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才需要纳入灵活就业的工伤保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劳动法

实践中已经存在认定工伤但否定劳动关系的现象，例如，目前我国的超过退休年龄老年工如果在用人单位遭

遇工作伤害仍能被认定工伤，但却被否定劳动关系，在我国快递业中，有的快递员因工作而受伤也能被认定

为工伤，瑐瑡但如果要求其他方面的劳动关系待遇却常常难以得到认可。瑐瑢 这种脱离劳动关系而认定工伤的情

况有忽视劳动关系本质的趋势。如果针对非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者建立工伤保险，特别需要防止将本质是

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纳入其中。因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许多用人单位采取各种方式来试图摆脱劳

动关系的束缚，这种趋势在我国的劳动市场中已经比较普遍。

考察国外的劳动用工情况，亦有努力将劳动关系劳动者改变为非劳动关系劳动者的现象。例如，美国在

过去多年中就有将劳动关系劳动者变独立缔约人（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的趋势，早在十多年前美国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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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徐占忱：《近年全球制造业发展新趋势与我国的应对》，载《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会议论文）。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界定，伪装就业就是“使就业的外观与潜在的事实不同，意 图 消 除 或 削 弱 法 律 规 定 的 保 护”。其

主要涉及到在雇用工人方面通过第三方雇用工人，或通过让工人签订民事、商业或合作合同，而不是雇佣合同，来掩盖雇主的

身份。同时，在实践中却实施以与工人独立身份不相容的方式指导和监督工作活动。因此，即使工人实际上处于从属性的雇

佣关系中，工人也故意地被错误分类为独立的自雇者。参见前注④，第９页。
所谓依赖性的自营就业者是指就业者根据民事或商业合同为企业提供服务，依靠一个或几个客户的收入或直接指示

进行开展工作，这些就业者通常不受劳动法或以就业 为 基 础 的 社 会 保 障 的 规 定 所 涵 盖。但 一 些 国 家 已 采 取 具 体 规 定 将 一 些

保护措施扩展到依赖的自营 就 业 者。参 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ｆｆｉｃｅ，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Ｇｅｎｅｖａ，ＩＬＯ，２０１６，ｐ．９．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Ｌａｂｏ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ｐ．２．
王秋文、邵旻：《快递员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载《劳动保障世界》２０１８年第２７期。
张楠：《“互联网＋”背景下的快递员劳动关系界定》，载《中国劳动》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立缔约人就有１０３０万人。其独立缔约人有两种：一种是技师或工匠，他们使用自己的工具为多个雇主提供

服务；另一种是具有较低技能的劳动者，实际上做的是按日计酬的工作，依靠单个雇主生活。这些低技能的

劳动者实际上属于依赖型的独立缔约人（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在美国大约有３３０万人。然

而，在美国法律上的分类只有两类：雇员和独立缔约人。只有雇员才能获得劳动法的保护，独立缔约人不是

劳动法上雇员，不享有任何的劳动法的保护，包括工伤保险待遇。在美国，越来越多的雇主采取不同的措施

尽力将雇员变成独立缔约人，以节省用工成本，因此许多低收入的雇员，如看门人、货车装卸人员、打字员、大
楼的清洁工均被归类为独立缔约人，即使他们被大公司聘请从事稳定的工作。瑐瑣这种做法导致了大量底层的

劳动者失去了劳动法保护。
英国情况也类似，根据英国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０年间，其临时雇员达到１５０－１６０万人，占整个

就业人口的６％。有研究表明，这种灵活的就业形式分布在各种经济领域及各类工作之中，甚至是高质量的

工作。有研究表明，年轻、没有经验的劳动者更容易从事这些临时性的工作。瑐瑤 英国的临时工作多是通过临

时劳务派遣机构安排，实践中，英国的法院是通过“控制标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ｅｓｔ）来确定临时工与谁存在劳动

关系，如果控制较弱，则可能不构成劳动关系。例如，在 Ｍｅｒｓｅｙ　Ｄ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Ｂｄ　ｖ　Ｃｏｇ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ｆ－
ｆｉｔｈ（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Ｌｔｄ案中，临时劳务派遣机构被认定要承担责任，在Ｄｅｎｈａｍ　ｖ　Ｍｉｄｌ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Ｍｕｔｕａｌ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ｔｄ案中，最后用工的雇主被认定要承担责任。在这两个案例中，总体而言，法院最后还是将重点

放在控制标准上，而不是仅看合同约定。瑐瑥

在英国，工人如果受 伤 可 以 依 据 普 通 法 要 求 雇 主 承 担 过 失 责 任，或 者 要 求 雇 主 承 担 违 反 成 文 法 的 责

任。瑐瑦 但如果雇员的独立性较强，则可能要自己承担事故伤害的责任，例如，在Ｒｏｌｅｓ　ｖ　Ｎａｔｈａｎ案中，上诉法

院认定技术工人应自己承担责任，在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ｖ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Ｃｏｍｉｓｓｉｏｎ案中，上诉法院根据原告全面负责整个

工作、负责整个合同的推进、不存在监管等因素，认定受伤的工人是独立缔约人，应对自己的伤害负责。然

而，如果涉及到只提供劳务的无技术的工人，英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在Ｌａｎｅ　ｖ　Ｓｈｉｒｅ　Ｒｏｏｆｉｎｇ案中，原告与

被告签订了合同，承认是自雇劳动者，后来从房顶摔下受到重伤，上诉法院考虑到公共利益，判定原告具有雇

员身份。上诉法院法官 Ｈｅｎｒｙ认为：“在涉及到工作安全时，确定存在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涉及到公共利益，
因为这是普通法和成文法赋予雇主的责任。”故此雇主应当承担责任。瑐瑧 总体而言，英国看雇佣中的控制程

度而不仅仅看合同约定的做法，以及其司法判例中对于下层劳动者权益的关注，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二）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的必要性

之所以要将这些灵活就业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灵活就业者的工伤风险大，需要纳入社会化的风险防控体系。在灵活就业中，高层次的灵活就业

者所占比例较少，大多数灵活就业者是低层次低技术的就业，其就业具有不稳定性，可能需要在不同的工作

之间切换，而在其所从事的工作中，也无法得到良好的培训，这无疑会加大工伤的风险。根据英国研究和统

计，从事短期临时工具有脆弱性，其面临的健康安全风险也比较大，根据统计，在受伤的临时工中约有三分之

二（５７％）的工伤是在工作不到１２个月的期间内造成的，新手所面临的工作风险比熟练工要大得多。在Ｒ　ｖ
ＤＰＰ　ｅｘ　ｐａｒｔｅ　Ｊｏｎｅｓ案中，Ｓｉｍｍｏｎ　Ｊｏｎｅｓ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被抓斗砸伤致死，后经查明，Ｓｉｍｍｏｎ　Ｊｏｎｅｓ未受

过任何培训，只是雇主让他到码头去干活，并说有人会告诉他做什么。在另一个案例中，２９岁的临时工Ｖｉ－
ｔａｌｉｊｕｓ　Ｏｒｌｏｖａｓ也是在工作第一 天 从 船 上 集 装 箱 卸 玻 璃 板 时 被 砸 伤 致 死，英 国 的 健 康 安 全 局（ＵＫ　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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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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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注，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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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瑐瑤，第１１页。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认定，雇主没有给该劳动者以适当的培训和指示。瑐瑨 根据笔者所做过的一项研究，工

龄短的劳动者发生工伤的概率较大，在我们随机抽取的２００份工伤中，有９６起工伤发生在劳动者入职一年

以内。瑐瑩

此外，有研究者提出，在网络经济中，很多行业属于高危职业，例如，网店的仓储和物流、网约车、快递和

外卖配送等行业。仅以外卖配送为例，美团外卖的活跃“骑手”人数已经超过５０万人，而他们受伤的概率较

高，频频遭遇工伤的“骑手”，常因没有签署劳动合同和建立 标 准 的 劳 动 关 系，无 法 参 保 和 申 请 工 伤 认 定。瑑瑠

研究也表明，交通事故导致的工伤较多，约占工伤总数的１５％是由于交通事故导致的。瑑瑡 我国的灵活就业者

需要通过路上交通提供劳务，如快递“骑手”、“滴滴”、Ｕｂｅｒ、专车司机等，因此，其所面临的工作风险无疑比

其他行业要大。从总体情况看，灵活就业层次偏低，收入少且不稳定；而且许多灵活就业人员职业风险大，交
通事故频发，这个特征也导致了这个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弱，一旦在工作中遭受到意外伤害，其本人或者家庭

容易陷入困境。
第二，从工业化的背景看，需采取社会化方式减轻劳动风险。从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背景来看，其设立

的目的是让企业负担起吸收和分散经济和社会风险的功能，包括工伤和职业病等。瑑瑢 我国灵活就业的发展

也是以工业化为其社会背景的，即使灵活就业在表面上是传统的就业方式，其在本质上也具有现代社会就业

的新属性。因此，在传统社会救助模式变化的情况下，需采取社会化的工伤救助模式来解决灵活就业者因工

作产生的风险问题。从就业雇佣的类型来看，传统的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二分法存在不足，建立在二分法

之下的工伤保险制度也亟待扩展，部分欧洲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和英国，已经开始承认第三种类型的雇佣，
在过去的２０多年中，这些国家使用了“准从属性雇佣”（ｑｕａｓｉ－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这个概念，在意大

利其工伤保险也扩展至这个领域。瑑瑣

我国作为劳动关系雇主的是用人单位，其范围比欧洲各国所使用的雇主范围要窄，这意味着我国的第三

种类型的就业人员更多地被推到非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之中了，因此，更需要建立灵活就业的工伤保险制

度。这一需求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２０１７年４月，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

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７］２８号），提出“探索适应灵活就业人员的失业、工伤保险保障方式，符合条件的

可享受灵活就业、资助创业扶持政策”。此外，如前所述，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由于生产能力的自动

化程度的提升，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工业现代化迅速推进，导致分工越来越细化，服务业也越来越发

达，个性化服务需求的提升等。这些诸多的因素决定着灵活就业必然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这个局面

下，我们必须探索出适合灵活就业的工伤保险路径，才能符合当前和今后发展的需求。
第三，从我国工伤制度特点看，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需专门设计。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无法让独立劳动

者直接纳入，因为我国的工伤保险中，涉及到两个支付主体，用人单位除了要缴纳工伤保险金外，在工伤事故

或者职业病发生后，不仅工伤保险基金要支付工伤待遇，用人单位也要支付部分工伤待遇，如治疗期间的工

资、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这种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用人单位积极预防工伤，但也导

致了支付的复杂性。由于我国的许多灵活就业者没有雇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无法直接纳入该制度，因此必

须专门针对灵活就业的特点并参照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专门设计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制度。不像一些发

达国家，在雇主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后，发生工伤则有基金支付各类工伤费用，其制度设计有助于非劳动关系

的就业者直接加入。
在日本即有工伤保险的特别加入制度。其制度的主要内容有：（１）明确规定七类人员可以加入（基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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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同前注瑐瑤，第２－３页。
参见李坤刚等：《我国工伤制度的问题与完善———基于合肥地区调研的思考》，载《争议解决》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美团点评研究院：《２０１７外卖发展研究报告》，ｈｔｔｐｓ：／／ｗｅｍｅｄｉａ．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４７００８４２３／ｗｅｍｅｄｉａ．ｓｈｔｍｌ．
同前注瑐瑩。
同前注瑐瑤，第７页。

Ａｄａｌｂｅｒｔｏ　Ｐｅｒｕｌｌ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ｑｕａｓｉ－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ｐａｒａ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ｌｅｇ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２００３，ｐ．７６－７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２００３０６１９／ｅｍｐｌ／ｓｔｕｄｙ＿ｅｎ．ｐｄｆ，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　ｏｎ　Ｆｅｂ．１９，

２０１９．



当于独立缔约人或者个人从业者），例如：使用汽车运输乘客或货物的业务（私人出租车商，个别货运代理商

等）；土木工程、建筑物和其他工程的建造、改造、保存、修复、修理、更换、破坏或拆除或准备工作的木匠，泥水

匠；从事废弃物等的收集、运输、分类、拆解等项目以供回收利用者，等等；（２）加入的审批程序上，申请人提出

申请后的３０天内，在得到劳工局局长批准后方得加入；（３）在加入的体检上，申请人需要做必要的体检，目的

是排除在加入前已患职业病；（４）在缴纳保险金的数额方面，是根据日工资的标准和所属行业的交费基数缴

纳，年费＝日收入额×３６５×行业费率（０．７－５．２％）；（５）在补偿事由方面，严格限定补偿的业务范围；（６）在

补偿的内容方面，包括：休业费、医疗费、伤残补助金、护理费、死亡补偿金、遗属补偿、丧葬费等。但如果由于

特殊用户的故意或严重疏忽而发生灾难，或者特殊用户在保险期的拖欠期间发生付款可能有限制（全部或部

分）。瑑瑤

在意大利也有类似的制度安排，意大利对于偶尔发生劳务和临时性劳动也设法将其纳入到社会保险之

中，根据劳动部的规定，买主可以从劳务费中扣除１３％缴纳社会保险金，扣除７％缴纳工伤保险金，然后再将

剩余的劳务费支付给工人（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ｒｅｅ　２７６／２００３，第７０－７４条）。瑑瑥意大利的法律还要求使用劳务的

民事雇主评估自雇劳动者的适合性，看其是否有资格和能力从事劳务，是否有安全防护措施。在意大利平台

工作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并没有特殊的规定，有一些平台，例如Ｄｅｌｉｖｅｒｏｏ已经向部分员工提供保险，但数量有

限。意大利的雇主必须采取措施预防工伤和职业病，按照《意大利民法典》第２０８７条的规定，雇主应防范工

作场所的风险，如果未履行该义务会受到处罚。除了该规定，２００８年的第８１号立法令（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ｒｅｅ
Ｌａｗ　８１／２００８）也对安全卫生进行规制，将欧盟在安全卫生方面的指令转而规定在该立法中。对于自雇劳动

者和准从属性的工人（ｑｕａｓｉ－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ｗｏｒｋｅｒ）均有权享受工伤待遇。瑑瑦

（三）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制度的设计难点

从其起源和本质而言，工伤保险制度系为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设计的，自然与灵活就业劳动者有一定

的不匹配性，因而，将灵活就业者纳入工伤保险制度有以下难点：
其一，工伤保险费的缴纳问题。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中，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劳动者本人

不缴费。在灵活就业中，灵活就业者可能是自雇型就业，例如，流动的摊贩、独立承包者或者散工，不存在雇

主。也有可能灵活就业者与雇主之间是民事雇佣关系，如家政工等，亦有可能存在劳动关系模糊不清的情

况，如Ｕｂｅｒ司机、快递员等。如果仅要求灵活就业者自己购买工伤保险，由于灵活就业者收入低、工作不稳

定、风险防范意识低，有意参加灵活就业工伤保险的人可能会不多。因此，应允许民事雇主或劳动关系模糊

不清的雇主，为灵活就业者购买工伤保险，但是考虑到其雇佣性质的特殊性，即使雇主承担了缴费的责任，还
应当与用人单位区别开来，进一步研究其责任负担的问题。

其二，缴费的行业基数问题。在现行的工伤保险中，工伤保险费的缴纳基数与用人单位的行业相关联，
一般来说，风险较小的行业，只需按照工资的０．５％按月缴纳工伤保险费，风险中等的行业缴纳１．０％，风险较

高的行业缴纳２．０％。瑑瑧 在灵活就业中，是否要按照行业的差异缴纳不同的工伤保险？此外，由于灵活就业

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劳动者可能不断地从一个行业跨到另外一个行业工作，如果其缴纳的基数是属于风险较

低的行业，而在受伤时是在风险较大的行业工作，其缴纳的工伤保险是否仍然有效？如何设置缴费的条件和

费用值得深入研究。
其三，关于工伤的认定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由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申请，按照目前的

工伤保险制度，即使用人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在劳动者工伤后，用人单位也要支付一些费用，这在客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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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瑑瑦

瑑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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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ｏｎｉｏ　Ａｉｏｉｓｉ，Ｖａｌｅｒｉｏ　Ｄｅ　Ｓｔｅｆａｎｏ，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　ｗｏｒｋ，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ｔａｌ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ｐ．１０－１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ｎｅ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７９３９８３０，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　ｏｎ　Ｆｅｂ．１９，２０１９．
参见２０１８年重庆市工伤保险缴费基数标准。



有利于确保工伤的真实性，如果劳动者不是真的因工受伤，用人单位不会提出申请，即使劳动者提出申请，用
人单位也会否定。但灵活就业劳动者往往独自工作，因此，需要研究灵活就业者申报工伤的条件和程序。

其四，关于治疗期间的待遇问题。就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工伤治疗而言，医疗费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
自不待言。但目前的工伤保险中，劳动者停工留薪的治疗期间的工资和护理费由用人单位承担，在灵活就业

中，劳动者没有用人单位，一方面，这些费用需要纳入基金支付的范围，以减轻劳动者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
如果工伤保险基金承担了这些费用，则会造成基金支付压力过大，如何平衡这一冲突，需要深入研究。

其五，关于补偿金问题。工伤补偿有两方面，一是工亡补助金，二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目前，一次性工

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２０倍，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按照伤残的级别和本

人工资标准发放的。需要研究的难点问题：一是灵活就业工伤死亡者的补偿标准是否要维持这么高的水平；
二是伤残补助金的标准如何确定，因为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稳定，时高时低，且灵活就业者也可能会缺乏收

入的客观记录。
其六，关于长期待遇问题。目前的工伤待遇中，如果劳动者受到了工伤，除了短期治疗和康复外，还会涉

及到长期治疗和康复待遇问题。例如，目前的工伤保险制度中，对于１至４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伤者，
要退出劳动岗位，由用人单位继续缴纳社会保险直至其退休。再如，如果旧伤复发，劳动关系没有解除的情

况下，工伤职工可以继续享受免费的医疗待遇，如果解除伤残职工的劳动关系，工伤基金要支付一次性医疗

补助金，此外，还有长期的护理费的支出问题。如果建立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在没有用人单位的情况下，如
何重新设计这些制度，是需要研究的难点问题。

其七，关于遗属抚养和抚恤问题。目前的工伤保险制度中，如果因工死亡，工伤保险基金要支付供养亲

属抚恤金，其标准是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支付。在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中是否应采取同样的做

法，按照同样的标准支付遗属的抚恤金和抚养费，在确定这些费用时，也涉及到上述提到的灵活就业者工资

标准的确定问题。

三、灵活就业工伤保险制度的构建———以已有试点为基础

关于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问题，我国已经有一些地方实践经验可供参考。目前潍坊市、南通市和太仓

市已经有了关于将灵活就业纳入工伤保险的地方制度。瑑瑨 潍坊市人社局《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

的通知》（以下简称《潍坊工伤通知》）、《南通市灵活就业人员工作伤害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为《南通暂行

办法》）和《太仓市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太仓暂行办法》）分属于三种类型，每一

种各有可取之处，可供建立统一的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制度来吸收。总的说来，《潍坊工伤通知》是依附于

《工伤保险条例》的，其特点为：（１）允许灵活就业者个人单独缴纳工伤保险；（２）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支付相关待遇，但用人单位支付的待遇除外。南通的制度是在《工伤保险条例》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改变，其
特点为：（１）灵活就业者个人缴纳工伤保险费，但与养老和医疗保险捆绑缴纳；（２）在工伤认定范围和补偿制

度方面，针对灵活就业的特点作了适当调整。太仓的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脱离了《工伤保险条例》，其特点

为：（１）较好地确定了灵活就业的范围，较合理地处理了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工伤保险之间的关

系；（２）采取了较好的地方财政补贴制度，有利于促进灵活就业者参加保险；（３）对工伤补偿项目作了较大的

调整。以下将结合这三个已有的灵活就业的工伤规定，对如何构建我国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险制度提出框

架式的建议，以备国家制定相关制度时参考。
（一）关于灵活就业者的主体范围的界定

本文认为，应将“灵活就业者”界定为：达到法定就业年龄，从事自由选择的社会职业，但不具有劳动关系

性质的人员。该界定的优点有二：一是能广泛地将各类灵活就业者纳入其中；二是能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与

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区分开来。目前《太仓暂行办法》最接近本文的界定，其第一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灵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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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瑨 关于工伤保险的称谓，南通市称为“灵活就业人员工作伤害保险”，太仓市称为“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以区别

于有劳动关系的“工伤保险”制度。本文在讨论时，除引用这两地规定的原文外，统一称为“工伤保险”，因人社部的规划纲要是

建立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工伤保险。



业人员，是指本市户籍劳动年龄段内未与任何用人单位或雇主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从事非全

日制工作或者自由择业，且不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参保范围内的人员。”
太仓对灵活就业的界定的缺陷是很显然的：一是仅保障本地户口的人，而排斥了外地人，然而，在经济发

达地区许多从事灵活就业的人员多是外地人，这样的界定会把需要保障的人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二是限定

了“就业年龄段”内的劳动者，如果达到退休年龄后不能参加灵活就业保险，则该保险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
因为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中不少是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三是其包含了“非全日制”的要件，因灵活就

业既有全日制的就业，也有非全日制的就业，是否为全日制就业不应是确定灵活就业者的条件。
（二）关于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

目前《太仓暂行办法》所提出的职业伤害保险的基本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城乡、突出重点、

分类保障、公平效率”。《太仓暂行办法》系地方政府所主导的制度，其提出的原则亦有一定的地方性。本文

认为，全国统一的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制度应确立的原则为：“以支定收、适当补贴、分账管理、能保尽保、合

理补偿”。以支定收，是指工伤保险费以支出的多少来确定收费的标准，采取动态管理的方式，每年根据基金

的支出情况确定收费标准；适当补贴，是指在工伤的保险费缴纳方面可以采取国家或者地方财政补贴（部分

或者全部）的方式，来解决工伤保险费的缴纳问题，以补贴制度来吸引灵活就业者参加工伤保险，此外，在工

伤保险当年支付出现赤字的时候，应由财政临时垫付，以保证工伤保险费用的支出；分账管理，是指将“灵活

就业者工伤保险基金”在放入工伤保险基金管理的同时，单列出其收入和支出，独立核算，以便根据需要对

“工伤保险基金”缴费基数做出适当的调整；能保尽保，是指灵活就业的界定范围可以宽泛些，只要是不属于

劳动关系性质的用工，只要是从事社会劳动所产生的风险均可以纳入其中；合理补偿，是指工伤保险的目标

是使从事灵活就业而因工作受到伤害人员得到及时的治疗和康复，并对工伤者做出一定的补偿，使其不至于

因工伤而陷入治疗和生活的困境。
（三）关于工伤的范围

目前的《工伤保险条例》系从三个侧面对工伤进行界定：工伤、视同工伤和不属于工伤。总体来看，视同

工伤及其有关的司法解释，对于工伤的界定范围较宽。在确定灵活就业者的工伤范围时，可以对《工伤保险

条例》中的工伤范围稍作缩小。本文认为，《南通市暂行办法》所确定的工伤范围，取消了视同工伤，基本上是

适当的。瑑瑩 然而，该办法删除了《工伤保险条例》第１４条第（六）项所规定的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伤害，不

作为工伤看待，是不适当的。实际上，通勤伤害是造成工伤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对于正规就业，灵活就业者在

工作路上的时间可能会多，风险会更大。为了减轻基金的负担，可以将目前实践中的工伤双赔模式改为单赔

加补差模式，如果灵活就业者从侵权第三人那里获得充分的补偿，则工伤保险不再补偿，只有找不到第三人

或者第三人没有给予补偿的情况下，工伤保险基金才承担补偿或者部分补偿责任。
（四）关于工伤保险基金的筹集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不缴费，而在灵活就业中，劳动者可能是自雇

就业者，也可能与雇主之间无劳动关系，无用人单位为其缴费。如果要求灵活就业者自己缴费，会由于安全

保险意识不高或者收入较低的原因，其主动参加工伤保险并承担缴费义务的积极性较差，该群体目前参加商

业意外险比例较低的现状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太仓暂行办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社会保险补贴和捆绑式缴纳社保的办法。该办法规定，灵活

就业者参加本市社会保险，并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均可参加灵活就业者职业伤害保险。职业伤害保险基

金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筹资，列入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参保人员个人不承担缴费。职业伤害保险

基金是根据其本市上个社会保险结算年度末的灵活就业者参加社会保险人数，按不超过每人每年当年度社

会保险最低缴费基数１％的 缴 费 总 额 筹 资。瑒瑠 ２０１８年 度 太 仓 居 民 筹 资 标 准 为 人 均１２００元，其 中 个 人 缴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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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瑩

瑒瑠

参见《南通市灵活就业人员工作伤害保险暂行办法》第６条和第７条。
参见《太仓市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暂行办法》第５、９、１０条。



２６０元，市、镇级财政补贴９４０元。瑒瑡 南通市也是采取捆绑式的参加方式，《南通暂行办法》第３条规定“工作

伤害保险费率暂定为０．５％，工作伤害保险缴费基数与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一致并同步征收，应于参保年

度的上一年１２月份年度结转期前一次性缴纳。”
本文认为，捆绑式的一次性分年度缴纳的制度不符合灵活就业的特点，也不符合我国二元化社会经济状

况的现实。目前的灵活就业者主要有两类人员，一是以农民身份从事灵活就业的劳动者，由于我国在农村已

经建立了医疗和养老保险体系，因此，这些人仅需要被纳入工伤保险即可；二是已经具有劳动关系的工作，并
有了社会保险，在兼职从事灵活就业，如 Ｕｂｅｒ车司机、快车司机，这些人中不少人有其他工作，只是在周末

的时间或者在正常下班之后从事Ｕｂｅｒ和快车司机的工作，已经不需要其他的社会保险。故此，采取捆绑的

方式可能会把一些需要被纳入灵活就业工伤保险的劳动者排除在外。
当然，采取太仓式的捆绑也有其优势，太仓市财政对加入者有较高的补贴，工伤保险不需要额外再缴费，

这对于从事灵活就业的劳动者是非常有利的。本文认为，在全国制度的设计方面，可以采取开放式的方式，
允许地方继续保留有利于灵活就业者参加工伤保险的方式，在此基础上，许可灵活就业者随时申请缴纳工伤

保险，将其纳入保险范围。在具体的方式上，建议结合“互联网＋”的背景，建立网络平台，通过网络认证和申

请的方式，让灵活就业者缴纳工伤保险费，纳入工伤保险，此外，再结合财政补贴的方式，吸引更多的灵活就

业者参保。
（五）关于工伤的认定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需由人社部门确认。由于确认工伤后，用人单位需要承担部分工伤保险费

用，因此，实践中对劳动者的工伤认定申请，需要由用人单位签署意见，由用人单位对工伤进行确认，有助于

保障工伤的真实性。然而，在灵活就业中，可能无用人单位主体，仅靠人社部门的行政人员来确认是否为工

伤，难以确保工伤的真实性。
《太仓暂行办法》没有特别规定工伤认定应提交的材料。《南通暂行办法》第九条则明确要求：（１）提出工

伤确认申请应当填写《工作伤害确认申请表》，详细说明受伤经过；（２）经劳动（人事）代理机构确认盖章；（３）
提交两人以上的旁证材料和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包括初诊病历）。

本文赞同《太仓暂行办法》的做法，因为工伤保险的本质是将因工作引发的伤害纳入保险的范围，增加了

太多的附加条件，会不适当地提高认定的难度。部分灵活就业者文化层次低，维权能力差，不适当地提高证

明要求，会阻碍他们申请工伤。按照《南通暂行办法》，如果代理机构对申请者的受伤情形不清楚，便难以盖

章，如果灵活就业者受伤时为独自工作，没有两人以上的旁证，则难以认定工伤。本文认为，应结合受伤的具

体情况和环境，要求申请者尽力提供有关证明即可，法定条件不可绝对、不可苛刻。当然，为了保障工伤申报

的真实性，应加强对虚假申报的惩处，只有严格责任追究，才能减少虚假申报的发生。
（六）关于治疗、康复和后期医疗待遇

对于治疗待遇，《南通暂行办法》和《太仓暂行办法》均规定治疗工伤的费用由基金支出，但《太仓暂行办

法》对康复治疗和后期治疗缺乏规定。《南通暂行办法》则做了相关规定，该规定的第九条第三款规定，自伤

害发生之日起两年以内产生的治疗工伤所需费用，参照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

险住院服务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此外，该规定的第十九条规定，受到工伤的灵活就业者到签订服务

协议的医疗机构进行工伤康复的费用，符合规定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工伤保险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使因工受伤的劳动者获得治疗和康复，治疗应当包括后续的康复治疗

和旧伤复发治疗，这应是工伤保险制度的重点。在这个方面，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亦有不足，现行的《工伤

保险条例》规定，在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时，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的医疗补助金，以结束工伤治疗关

系，这种做法实际上背离了工伤保险的初衷，且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工伤不复发的劳动者获得了额外补偿；
工伤经常复发的劳动者会因为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不足以治疗伤病而陷入困境。鉴于此，建议规定工伤劳动

者旧伤复发应永久获得免费的工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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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瑡 参见《关于居民医疗保险及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的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ｃｒｃｓｃ．ｃｏｍ／ｎｅｗｓ＿３６９０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９日

最后访问。



（七）关于用人单位承担的费用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在发生工伤后，即使用人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费，亦需要承担下列几项费用：（１）
因工伤停工治疗的，停工留薪期内，由所在单位按月按原标准支付工资福利待遇；（２）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

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护理费由所在单位负责；（３）１－４级工伤劳动者在退休年龄前的基本医疗保险

费；（４）５－１０级工伤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时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然而，灵活就业者没有用人单位，这
些补贴如何落实会成为难题。

《潍坊工伤通知》第４条的规定，《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待遇，由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承

担。《南通暂行办法》则选择了部分支付的方式，该办法的第１９条规定，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以及经

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人员到南通市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食宿费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南通暂行办法》则无相关规定。

本文认为，如果由基金支付这些费用，会加重基金的负担。此外，如果灵活就业者与雇主之间存在民事

性质的劳务关系，其可能通过民事渠道获得一定补偿。对于没有劳务关系的独立劳动的灵活就业人员，宜结

合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基金的状况来确定，在基金运行许可的状况下适当补贴。
（八）关于基金承担的护理费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保险基金承担的护理费是在工伤鉴定之后开始支付的。《南通暂行办

法》在支付的时间和标准上借鉴《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但不同的是，其规定一次性支付到７５周岁，最长为

２０年（第２０条）。《太仓暂行办法》对护理费未作规定。
本文认为，护理费是工伤的基本费用之一，应纳入灵活就业者的工伤制度之中，护理费应以实际需求为

准，《南通暂行办法》所规定的“一次性支付到７５岁最长２０年”的限制，可能造成部分工伤者的护理费不足，
部分工伤者的护理费可能超出所需，按照实际需求支付，才能更符合制度建立的初衷。

（九）工作死亡补偿、伤害补偿及后续待遇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劳动者工亡和失能伤害补偿标准较高，并可能伴有长期的待遇，如护理待

遇、残疾人器具待遇、工资和社会保险待遇、支付抚养赡养费的待遇等。按照２０１８年的标准，劳动者工亡补

偿金就高达７２万多。如果灵活就业者受到工伤，按照这些标准补偿会有困难。
《南通暂行办法》所规定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伤待遇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待遇是一致的，瑒瑢《潍坊工

伤通知》所规定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伤待遇也和《工伤保险条例》一致，但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费用除外。然

而，《太仓暂行办法》未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的做法对伤残劳动者进行补偿，而是仅支付两项待遇：一是社会

保险补贴，补贴对象是１－６级的工伤者，养老补贴累计补贴缴费满１５年止，医疗补贴至按月领取养老金之

月为止。其优点在于关注了受伤的灵活就业者的长期待遇。二是基本生活补助，伤残等级为１－４级的，从

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次月起，每月按照城乡居民低保标准发放职业伤害基本生活补助，发放至按月领取

养老金之月停止；伤残等级为５－１０级的，分别一次性发放２－１２个月的生活补助。瑒瑣

由于这些地方的制度运行均处于试验阶段，其对于灵活就业者的保障状况、运行的实际效果，均需一定

时间的观察才能判断。但总的来说，本文赞同太仓的做法，对于灵活就业的工伤保险应以治疗和康复为主，
辅助以对因工作伤亡造成的特困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救济，其不能标准过高，不能过于理想化，以免影响制度

的实施。
（十）灵活就业者的流动性所带来的政策难题

灵活就业者的流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同的领域流动，一段时间是从事灵活就业，其他的时间

可能从事有劳动关系的就业；二是在不同的地域之间流动，一段时间在甲地从事灵活就业，一段时间可能会

在乙地从事灵活就业。因此，灵活就业工伤保险应针对这种灵活性的特点处理好相关的问题。
首先，应允许灵活性缴费，允许按月缴纳并允许雇主代缴。目前，太仓和南通均是要求按年度缴纳，本文

认为，应允许按月缴纳为宜。此外，考虑到部分灵活就业中有民事雇主存在，因此，应允许雇主为雇工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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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瑢

瑒瑣

参见《南通市灵活就业人员工作伤害保险暂行办法》第２３条和第２４条。
参见《太仓市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暂行办法》第１７条。



另考虑到这种缴费的特殊性，建议利用互联网方便快捷的特点，设立灵活就业工伤保险网站，允许网上办理

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
其次，应做好劳动关系就业与灵活就业的工伤保险之间的衔接。按照目前的规定，从事劳动关系就业的

劳动者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享受有关的待遇，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即使是已经办理了灵活就业保险，一旦是

在从事具有劳动关系性质的劳动中受伤，则应当按照劳动关系性质的工伤保险处理。然而，如果在劳动关系

性质的就业中没有办理工伤保险，则应当许可从灵活就业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部分待遇，不足部分再由用人

单位支付，以合理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
此外，必须明确的是，灵活就业者如果是购买了工伤保险，在保险期内其灵活就业地点不应受限制，如果

在保险地以外从事灵活就业，只要是符合工伤的认定范围，也应当认定工伤，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只有如此才

符合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的需求。

四、结语

假如按照每个月三千元工资的标准，按照０．５％的费率，工伤保险基金每月只需缴付１５元，一年才只有

１８０元，即使按照现行的南通和潍坊的１％的费率，一年的总数也只有３６０元。由此可以看出，工伤的保险基

金的标准并不高，如果能以适当的方式组织灵活就业者缴纳工伤保险，另外加上适当的政府补助，一定能将

灵活就业者纳入工伤保险之中，以便能为其提供有效的治疗、康复和补偿，减轻灵活就业工伤者的家庭负担，
同时也降低雇主对用工风险的担忧，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随着劳动者平等意识的提高，对

劳动者身份的尊重、体面劳动及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等开始成为劳动关系的重要内涵。瑒瑤 因此，我们需加强对

于灵活就业劳动者的保护。最后，不得不说明的是，对于缴费涉及到缴费基数和待遇给付问题，本文难以给

出答案，这涉及到保险精算，也涉及到制度运行中的不断调整。然而，必须明白的是，将人员构成复杂，且与

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背景差异较大的灵活就业群体纳入到工伤保险中，原本就是一项涉及诸多因素考量的系

统工程，纸上谈兵终难得出完美方案。但为了应对灵活就业者对工伤保险的现实需求，考虑到“互联网＋”背
景下灵活就业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尽早建立起这种实践性比较强的制度，只有一边实践，一边总结改进，才能

不断完善，早日为灵活就业者撑起一把工伤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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