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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高速发展，数据标注众包劳动成为平台零工经济下新的密集型就业途径，但这一业

态也成为法律规制的薄弱地带。立足于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通过对典型数据标注平台的追踪调研，

总结其众包劳动的运行模式并进行实效评估，在检视问题与完善策略的基础上，提出细化的体系架构，

形成工作派单、风险评估和劳动奖励的内部循环系统，并通过保护、促进和规划的方式形成外部运行机

制，最终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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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data annotation crowd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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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has become a new intensive employment path in the platform gig economy, but this industry 
has also become a weak area of legal regula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
velopment strategy, through tracking and researching typical data annotation platforms, summa-
rizing their crowdsourcing labor operation modes and conduct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s, on 
the basis of examining problems and improving strategies, proposing a refined system architec-
ture, forming an internal circulation system for work dispatching, risk assessment, and labor re-
wards, and forming an external operating mechanism through protection, promotion, and plan-
ning, ultimately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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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发展背景及意义 

ChatGPT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的发布与爆火，把人工智能行业推入了一个新的风

口。全球不少研究机构和媒体以及企业领导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大规模发展的预测，认为接下来即将进

入生产式人工智能生产及应用的爆发时代。 
瑞银集团曾在报告中表示，截至 2027 年，人工智能在各经济体的广泛应用预计将使其成为一个规模

达 2250 亿美元的市场。与 2022 年的 22 亿美元相比，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标志着约 152%的复合年

增长率。人工智能行业的收入将随之增长 15 倍，从 2022 年的 180 亿美元增至 2027 年的 4200 亿美元，

相较瑞银此前预期的上调了 40% [1]。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在科技水平持续不断发展的当下，会逐步成为新

时代的核心与焦点，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对于算力的要求也在逐步增高，算力是将人工智能领进实际

应用的主要载体。经过测算显示，当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 1 点时，国家的数字经济和 GDP 将分别增长

3.6%和 1.7% [2]。算力提升的投入要远远超过对于数据人为精确的投入，并且就当下而言对于算力、算

法的不断提优，远远没有对数据不断提优所获得的效益大。因此便衍生出了对于数据不断精确的“人工”，

数据标注师。 

于此同时，数据标注师也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催生出的“新型流水线工人”，在我们日常生

活中所能接触到的语音助手、智能音箱、线上客服、人脸识别、智能家电等一系列人工智能产品都离不

开数据标注师的功劳，我们的手机软件、系统、智能家居等一系列产品的更新也依仗于数据标注师对数

据进行的不断优化与精确。但是其时薪大致在 10 元至 30 元之间，可以说是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而预

估需要人工标记的图片高达 12 万张，平均每张图片有 44 个图层，每个图层的标注时间需要 14 秒。总体

计算之下，人工标注的时间需要 20,533 个小时。如果聘用一百人团队每天工作 9 个小时，这需要 23 天[3]。
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在人工智能市场中对于数据标注师的需求是巨大的，然而将其称之为“新型流水线

工人”，正因其数据标注工作是重复且乏味的，每天要面对同样一台设备做着重复的动作。有时甚至可

能要面对一些最原始的暴露且暴力的数据，长时间的低薪、枯燥、伏案式的工作无疑对数据标注师的身

心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因此在市场需求量巨大与收入微薄的两相比较之下，数据标注行业存在着极大的问题的同时也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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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朝着规范化与规模化发展，外加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软件及日常生活用品人工智能化，对于数据标注的

需求量呈直线上升趋势，目前数据标注产业仍在持续不断高速发展，在未来的五年当中年复合增长率在

27%左右，产业规模有可能达到百亿[4]。由此看来此行业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2. 分析调研 

2.1. 实践调研 

网上的数据标注众包平台众多，从中选取了 4 个较为有名的数据标注众包平台进行实践与分析，分

别为京东微工、百度众测、腾讯搜活帮、有道众包。 
1) 京东微工 
其推广为企业客户、高校及科研院校提供人工智能大数据采集标注服务，其主攻数据采集、数据标

注与数据清洗三个方面。而通过我实践所得，京东微工中发布的占绝大多数的是大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在

线求职的信息，几乎寻找不到企业所发布的任务，并且每笔订单并没有风险评估程序，劳动者需要自己

抢单且求职困难，并未真正做到数据的大量收集，保证所需数据量。 
2) 百度众测 
百度众测中主打连接众测测友、服务商和数据需求方，其中平台发布的任务少且单一，大部分是通

过工会将劳动力集结起来，数据需求方向工会发布任务，平台进行质检来完成数据标注的工作。经过实

践后，发现在工会中全职答题人员平均每小时可以答 200~300 道数据标注题，每道题 8 分钱，时薪大约

在 20~30 元之间，印证了 21 世纪经济报道中的观点。此外百度众测对整体任务的质检要扣除总任务费用

的 10%，实际到劳动者手上的钱只在 90%，经过计算全职劳动者在一天之中工作 9 个小时且周末不休息

的情况下，月薪可达到 8000~9000 元，但是这对劳动者的身体伤害是巨大的，并且劳动者不存在任何保

障。而对于兼职人员来说，数据标注众包的任务量大、单一且每笔订单价格低廉，这无一不是造成他们

退出的因素。 
3) 腾讯搜活帮 
腾讯搜活帮主要推广用闲暇时间，在线赚奖励，是一个线上兼职平台，其增添了一些入门以及专业

教学课程，方便新手更快上手。于此同时在任务页面也属于抢单模式，需要劳动者去随时关注着任务界

面，在任务开始之前有相关方面的测验测试任务者是否具备进行数据标注的能力。但是任务量很匮乏且

大多数任务为无报酬任务，且平台对于数据的审核时间过长，导致数据标注师花费大量时间却无法得到

相应的劳动报酬。每个任务收益只在 0.2~1 元之间不等，收益排行当中每周最高收益者只能勉强达到 1000
元的收入，每个月最多只可获得 3000~4000 元的收入，并且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兼职甚至是全职会花费

的时间。 
4) 有道众包 
有道众包类似于一个线上公司，对于劳动者分为实习、兼职与全职三部分进行管理，对于劳动者的

使用有一定的考核与标准，不具备手机软件，因此电脑对于做数据标注任务是必要的。其中不仅仅包含

数据任务，还包含着文章转写、翻译、采集及选择判断的任务。但是每个月报酬最高者仅为 1600 元不到，

这大大降低了兼职与全职数据标注师的劳动积极性。 

2.2. 社会调研 

通过观察社会调研所获得的 200 份有效调查问卷，其中 98.45%的人觉得数据标注众包劳动具有工作

量大、收入低、相关方面法律保护不完善的问题，56.1%的人觉得数据标注众包劳动具有随时被逃单的风

险，并且对新人很不友好。但是仍然吸引着他们去劳动的原因一大部分是数据标注众包劳动的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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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工作量自定、适合当代社恐人群，而少部分的人则是想要拥有一份兼职和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在这其中他们也给出了相应的结论 75.06%的人群认为，平台应当对数据标注众包的任务进行一定的

风险评估，89.22%的人群希望能在工作量达到一定数额时获得一些额外的奖励费用。最后询问他们是否

担心数据标注众包工作最终有一天会被机器所替代时，他们始终坚信着人工智能起源于人类、发展依靠

于人类，人类对于数据标注众包工作在某种层次上而言无法被替代。 
实际上，当前的智能体往往都是使用数据分析人员提供的数据，智能体自身的数据处理能力还是比

较薄弱的，而且智能体对于数据价值的判断能力也比较弱，这些都需要数据分析人员来进行标注和处理。

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情况和创新方式来看，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数据分析领域不仅不能被人工

智能技术所取代，反而需要大量掌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专业性人才。 

3. 当前行业困境 

3.1. 劳动关系难以认定 

首先是数据标注众包劳动的劳动关系难以确定，且社会保障欠缺。平台企业通常将数据标注师定义

为独立承包商。《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 12 号)第一条规定，(二)用人单位

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

劳动[5]。数据标注师的灵活性工作特点使其不全部受单位的约束管理，而是凭借个人的技能能力自行承

担经营风险，因此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依据目前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对众包平台新业态的用

工关系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一些平台企业为了避免与从业人员建立直接的劳动关系，刻意规避劳动法律

规定，借助平台的强势地位，采取了各种办法。 
因此，无法以职工身份参加医疗和养老保险，保险费用全由个人承担，导致经济负担较重。同时，

劳动者对众包平台依赖程度越高，社会保障享受越少。 

3.2. 劳动报酬水平不容乐观 

数据标注众包劳动的收入从实证得知是很不可观的，大部分是低于居住地最低工资水平。平台众包

零工新业态适应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对数据标注师的需求不断增长，接单也是大多数劳动者的主要

收入来源。据调查，2018 年以来，随着众包接单者的增加，尤其是层层转包对利润空间的畸形挤压，原

本不高的数据标注接单收入持续下降。以科大讯飞旗下“爱标客”众包平台为例，它目前大部分项目时

薪最多只有 10 到 15 元，有时可能连 10 元都不到。造成工作总量和劳动报酬不对等的现象，数据标注师

更期盼公平的薪酬。 

3.3. 众包平台存在技术风险 

在相关访谈中，有人表示，平均每 8 到 10 次就有 1 次，工作半途出问题，如网络中止、网页打不开。

众包平台的技术问题所带来的风险常常导致数据标注师得不到劳动报酬，甚至要重新完成工作，大大增

加了工作量，然而众包平台并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决措施，数据标注师受到众包平台和发单者的双重

压力。 
发单企业或发单者个人虚假支付，具有信用风险。在众包平台上，数据标注师所完成的任务经常会

受到任务发布者的不合理拒绝。调查显示，“近 90%的受访者报告他们提交的任务曾被拒绝支付”，“仅

有 12%的数据标注师认为自己经历的所有拒绝支付都是合理的”。此外，平台的用户对于劳动者的不良

评价将影响劳动者获得新工作的可能性，而用户并不需要为作出不良评价而给出具体理由，平台也未给

提交不良评价的内容是否真实进行核实，并且没有给数据标注师提供任何有效抗议或申诉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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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决方法与措施 

针对研究所发现的问题，我们逐一进行思考并做出了相应的解决机制： 
1) 多方位促进数据标注师的劳动关系认定 
在法律保护方面，司法实践中应当扩宽对数据标注师的劳动关系的法律标准认定范围，调整“有劳

动关系才社保”的政策思路，突破现行将劳动关系作为社保门槛的传统理念，例如，平台对全职数据标

注师提供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从而明确平台零工劳动中的法律主体关系、厘清主体责任，规范众包

平台和数据标注师的行为，为数据标注众包行业提供新型劳动关系下的法律保护。 
在市场促进方面，与数据标注师连接最为紧密的就是众包平台，这就需要市场的促进。对于众包平

台，应当鼓励平台采取家政业的“员工制”用工模式，明确平台用工法定保障义务，把工伤保险参保等

内容逐步纳入平台用工的必要条件，才能充分释放平台零工劳动的潜力，为数据标注师的劳动权益提供

最优的保障。 
在产业规划方面，数据标注众包平台需要一个合理的产业规划和行业准则。数据标注行业的规范化，

可以促使层层分包的现象减少，数据标注师作为人工智能发展下的大趋势，产业规划对于选择投入该行

业的人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参考点。众包平台的产业规划应该进一步规避市场竞争下，不良业态给数

据标注师带来的劳动权益风险。 
2) 内外结合实现数据标注师劳动所得提升 
从平台内部而言，将“抢单”模式转化为“派单”模式，对于数据标注众包平台常见的抢单模式，

十分考验数据标注师的网速与手速，而错过订单后又要开始新一轮漫长的等待接收订单的过程。时常导

致一部分数据标注师无单可做，而一部分订单过多堆积使得数据标注师疲劳且订单完成效率低下。 
因此，为了优化数据标注众包模式下的劳动时间，实现真正的自主性。在平台设置中，数据标注师

可以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工作领域、工作时长等)选择自己的工作状态及工作范围，平台根据大数据统计

对数据标注师进行工作分配，有效减少无效的工作时长。平台应当为数据标注师设立三种工作状态：上

线服务中、上线空闲中和下线。当数据标注师登录平台时，平台能及时为数据标注众包人推送订单消息；

当数据标注师接受订单时，平台应立即显示其为上线服务中状态，且在此时间段内不再为该数据标注师

分配工作任务；订单结束后，平台接受到其为上线空闲中状态，则继续为该数据标注师分配工作任务。

这样一个机制就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有效工作时长，同时也能平衡数据标注师的工作与生活。在派单的择

优机制下，数据标注师就能够接收到渡河自己工作领域，复合自己工作时间的订单，实现平台与数据标

注师“双赢”的模式。 
从外部劳动者所得而言，平台可以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在传统雇佣关系中，劳动者只需遵循固定

的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按照雇主的指令从事有偿的劳动，并接受雇主的监督和激励。但在平台经济中，

数字化管理可以将数据标注师的工作时间精准化，众包平台作为发单者和接单者的中间人，当然希望数

据标注师可以高时、高效、高质量的完成发单者的订单任务，进而得到发单者的信任，形成良好的消费

形态，众包平台才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通过平台累计一天工作时长，工作完成效率及质量的数

据分析，平台可以对高时并且高效完成数据标注任务的数据标注师提供一些奖励，例如连续一周完成订

单数达到一定数额，可以获取 200~500 不等的红包奖励。此机制可以鼓励数据标注师塑造“准时”“快

速”的劳动时间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数据标注师的收入水平。此外，众包平台也可以根据用

户评价为数据标注众包人提供奖励，提高数据标注师的信用水平以及工作水平。 
3) 建立发单者信用和风险评估体系促进安全性有效提升 
为解决因发单者的信用问题，避免虚假支付，我们提出在平台内设置发单者的信用级别机制，例如，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6504


魏凤 等 
 

 

DOI: 10.12677/ass.2024.136504 337 社会科学前沿 
 

发单者信用可设置为三级，级别越高表明发单者信用越好。当数据标注师遇到发单人虚假支付、骗取标

注成果的行为时，数据标注师有权通过举报机制，对发单人的行为进行举报，经平台监察核实确认后，

平台应对发单人信用级别采取降级制度公开并要求发单人支付报酬。当发单人再次发布数据标注时，数

据标注师的接单平台就会显示出该订单的发单人信用级别，对信用极差的发单者，平台会作出警告提示，

进而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订单，是否承担风险。 
除此之外，众包平台应当设有自己独立的风险承担责任机制，且应公开在平台登录时的用户须知中。

对发单者虚假支付等行为，平台无法为数据标注师追回劳动报酬的，众包平台应当自行承担赔偿责任，

以此保障数据标注师的劳动报酬。该机制下不仅可以加强众包平台对低信用度的发单者的监管，降低管

理风险，还能更好的保障数据标注师的劳动权益。 

5. 结论 

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风口，数据标注师的行业前景拥有着较好的趋势，于此同时也推动着数据标

注师的收入与法律保障发展至与之相匹配的高度。该研究针对数据标注众包劳动所提出的解决方式，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实施性，但是真正的落实该问题的解决不能只限于纸上谈兵，要多方合作、共同促

进该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与建设更加美好的就业前景。面临诸多难题，如何实现内部运行机制与外部管

理机制协调统一，共同促进数据标注行业的良性发展，是该研究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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