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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选择杭州市部分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为对象，从工作特征、

职业发展、薪酬待遇和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四个方面对杭州市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进行评价。

结果发现，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整体就业质量水平偏低，主要受到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和社会资本

特征的影响。针对调查结论，根据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职业特征，建议强化政府、就业平台和新业态灵

活就业人员三方主体责任，完善政策措施，提升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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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utilizes a combination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to focus on flexible em-
ployees i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in Hangzhou, assessing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in ter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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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characteristics, career development, compensation, and so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The find-
ings reveal that the overall employment quality for these flexible workers is relatively low, primar-
ily influenced by their individual,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and considering the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flexible workers in new forms of em-
ploy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reinforc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employment plat-
forms, and flexible workers themselves, to refine policy measures and elevat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for flexible workers i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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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全

面普及、新经济与人力资本的融合发展，出现了以共享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为主要模式的“互联

网+”新业态的新就业现象，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其工作特征与传

统就业在用工形式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在新业态灵活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

不高的问题日益凸显，并已成为影响劳动者体面就业和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个障碍。因此，探究新业

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对该群体的就业质量进行有效评价，并分析影响其就业质量提升的

因素是当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浙江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面对各种新就业形态，结

合浙江省实际，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基于新业态这一背景分析灵活就业群体就

业质量的影响因素，构建新就业形态下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对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进行评价，不

仅可以增加灵活就业群体的获得感，也有利于促进新业态灵活就业者就业质量不断提高，改善其生存现

状和就业能力。 

2. 资料综述 

2.1. 新业态概念研究 

国际上，新业态被称为零工经济，是一种按需雇佣模式，新业态覆盖了多个领域，包括电商、交通

出行、空间共享、技能共享等。零工经济也具备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工作碎片化、工时弹性化和管理平

台化[1]。尽管国内学者对新业态的定义存在多种观点，尚未形成一致的界定，但也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识：

新业态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公众对多样化服务或产品需求的增加而出现的[2]。这些新业态依赖于

新技术，将互联网与现有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或就业方式。 

2.2. 就业质量评价研究 

Kirsten Sehnbruch (2020)利用阿尔基尔/福斯特(AF)方法构建了针对劳动力个人的一级就业质量指标，

其中主要包括收入、工作保障及就业条件[3]。李红霞等(2022)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硕士研究生就业质量

评价体系，通过回归模型验证了人力–社会资本与硕士生就业质量的相关性，得出硕士生就业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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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得分 84.66 分的结论[4]。丁守海等(2020)利用专项调查数据，从工资收入、劳动强度、就业保障、主

观感知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评价了平台就业者的就业质量，得出平台就业质量不高的结论[5]。尹晓菲等

(2021)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为各指标赋予新的权重，最终确定综合评价

模型[6]。 

2.3. 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苏丽锋(2019)从欧盟统计局数据库中获取了有关欧盟内部移民的个人健康、教育水平、就业技能以及

就业状况的相关指标，并对欧盟内部移民的就业质量进行了分析，包括就业身份、职业类型、劳动合同、

劳动收入和医疗保障等方面[7]。司小飞等(2022)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

经济会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对就业质量产生正向影响[8]。唐宁等(2019)对河南、四川及江苏 3 省的农村进

行问卷调查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得到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因素，再采用多元线

性回归进行指标影响大小的确定[9]。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知，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就业质量的研究虽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却鲜有

对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评价研究，缺乏实地调研。本课题尝试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

方式对浙江省不同类型新业态下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特征展开调研，了解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模

式和就业特点，构建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有重点、有先后地逐步推进提高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 

3. 理论分析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多角度影响劳动者的就业质量。随着劳动者关注点的变化，

新的就业形态得以进一步发展，增强了这些新就业形态的兼容性和多样性。当前，新经济和新业态的快

速发展推动着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劳动者是否具备强大的技能和学习能力，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及时掌握新兴技能，将直接影响他们

是否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形式，并提高他们的不可替代性[10]。拥有更高技能水平的劳动者通常能够

获得更高的报酬，从而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质量。社会资本对劳动力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机会的大小有着

深远的影响。在传统就业模式下，拥有先赋性社会资本的劳动者可能会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会加重就

业机会的不平等性，而劳动者自身希望根据劳动能力的大小来决定自身就业机会的大小，推动着新就业

形态下新岗位的任职要求更加公平公正，更侧重关注劳动力自身的技能水平。 

4. 调研方案设计和模型构建  

4.1. 调研设计 

本项目拟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了解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现状，考虑到

杭州市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情况位列全省第一，新业态对经济的贡献在省内也位列前茅，同

时，去年也做过杭州市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与困境情况调查，具备一定的调查基础，因此，

课题组成员依然选择杭州市作为调查地点，以杭州市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为调查对象，设计调查问卷，

了解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薪酬待遇、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等内容。同时，由于新业态就业人群类

型较多，不同职业类型的就业特征还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课题组成员选择较有代表性的网约配送员作

为调查对象，不但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配送员的就业质量，而且对完善平台经济的发展和优化配送员职

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4.2. 调研实施 

为了获取一手调查数据，调研组成员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2023 年 8 月 8 日期间，针对网约配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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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选取多个商业中心，如杭州市武林广场、四季青服装市场和部分写字楼等外卖骑

手聚集场所，进行外卖配送员问卷发放。为了让问卷调查更有效，本次调研先进行预调查，在配送相对

空闲时段选取 20 名网约配送员当面填写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0 份。在预调查过程中，对受访人员的答

题情况予以记录。然后课题组成员根据答题情况再一次对问卷问题给予修正，最终确定问卷内容，然后

进行正式问卷发放。本次共发放问卷 51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95 份，有效率达到 97.06%。 

4.3. 测算就业质量水平 

本文参照曾湘泉测算就业质量的方法，采用因子分析法，选择因子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赋予权重，

构建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综合指数，反映调查对象的就业水平。本文选择从 3 个角度对新业

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展开评价，第一个角度是薪酬待遇，分别从平均月工资收入(每组的组中值代

替)，月休息天数、平均日工作时长(每组的组中值代替)和工资稳定性(与去年同期相比，您月收入基本不

变或增加，则表示工资稳定，取值为 1，月收入减少，则表示工资不稳定，取值为 0)四个方面来衡量；第

二个角度是职业发展，分别从专业技能培训(是否参加过专业培训，参加过取值为 1，没参加过为 0)、工

会参与(参加工会组织赋值为 1，未参加赋值为 0)、劳动合同签订(签订劳动合同赋值为 1，未签订赋值为

0)和工作安全感系数(选高的赋值为 1，选低的赋值为 0)四个方面来计量；第三个角度是社保参与情况，

选择本地医疗保险参与(参加本地任何一种医疗保险，取值为 1，未参加取值为 0)、本地养老保险参与和

工伤保险参与情况来表示。为消除数据大小差异的影响，使得数据在同一量纲水平下进行比较，先对各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首先针对标准化后的 11 个变量进行 KMO 检验，判断变量能否做因子分析，结果

如下表 1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11 个变量的 KMO 值均大于 0.75，综合值为 0.8307，适合做因子分析。

然后，运用因子分析法中的迭代主因子法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三个

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 0.8，解释能力较强。最后，选取特征根值大于 1 的三个因子，采用方差贡献率作为

权重构建就业质量得分。根据调查获得的数据，受访者就业质量平均得分 0.405 分，其中最高分 0.874 分，

最低分 0.021 分。说明网约配送员的整体就业质量水平偏低。 
 
Table 1. KMO test results 
表 1. KMO 检验结果 

变量 
名称 

月 
工资 

休息 
天数 

收入 
稳定性 日工作时长 技能 

培训 
工会 
参与 

KMO 0.91 0.87 0.92 0.84 0.78 0.75 

变量 
名称 

劳动 
合同 工作安全感 医疗 

保险 
养老 
保险 

工伤 
保险  

KMO 0.8 0.81 0.77 0.76 0.81  

KMO 合计 0.8307 
 
Table 2. Factor analysis 
表 2. 因子分析 

因子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因子 1 2.02 0.36  

因子 2 1.57 0.25  

因子 3 1.03 0.19 0.8 

卡方值 = 198.34 P 值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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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和分析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构建如下模型： 

0 1 1 2 2 8 8Jqualityi iX X Xα α α α ε= + + + + +  

其中， Jqualityi 表示就业质量得分，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1 8X X 分别表示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婚姻

状况、学历、技能培训、健康状况、职业满意度和当地亲友数量。 
根据调查问卷内容，分别对变量进行赋值，性别变量的取值为：男性赋值为 0，女性赋值为 1；年龄

变量按照实际周岁计量；婚姻状况变量中，已婚为 1，未婚赋值为 0；学历变量的取值为：初中以下赋值

为 1，初中赋值为 2，高中赋值为 3，大专赋值为 4，本科及以上赋值为 5；技能培训变量的取值是：参加

过技能培训的赋值为 1，未参加过赋值为 0；健康状况变量的取值是：自评健康较差的赋值为 1，一般的

赋值为 2，自评健康的赋值为 3；职业满意度变量为受访者自评满意度，满意赋值为 1，不满意赋值为 0；
当地亲友数量的取值是：0 个赋值为 1，1~3 个赋值为 2，4~6 赋值为 3，7 个及以上赋值为 4。其中性别、

年龄和婚姻状况为受访者个人特征变量；学历、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为受访者的人力资本变量；当地亲

友数量为受访者的社会资本变量。 

5. 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5.1. 基本信息统计 

受访者基本信息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以看出，在年龄分布上，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最多

分布在 20~30 岁，占到 42.63%，其次为 30~40 岁，占比 29.29%，最少的是 50 岁以上年龄段，占比仅为

5.86%，说明网约配送员大部分处于青壮年时期。在户籍分布上，杭州的网约配送员人员群体大部分为外

地户籍人员，其中浙江省外人员最多，总共有 201 人，占比 40.61%，其次是省内其他地区，比例为 38.18%，

杭州本地户籍占比较少，仅占 21.21%。在文化程度上，高中学历层次最多，为 185 人，占比 37.37%，初

中文化水平和大专文化水平的差不多，分别为 97 人和 91 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为 65 人，本科及以上

的为 57 人，占比 11.51%。对被调查者的自评健康状况调查中，发现 56.16%的调查者认为自己身体非常

健康，约 32.93%的调查者反映自身健康水平一般，约 10.91%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较差。婚姻状

况的调查中，55.55%的被调查者处于未婚状态，已婚调查者占 44.45%。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basic information 
表 3. 基本信息统计表 

项目 类别 人数 比率 

性别 
男 303 61.22% 

女 192 38.78% 

年龄 

16~20 岁 52 10.51% 

20~30 岁 211 42.63% 

30~40 岁 145 29.29% 

40~50 岁 58 11.72% 

50 岁以上 29 5.86% 

户籍 

杭州市 105 21.21% 

浙江省内其他地区 189 38.18% 

浙江省外 201 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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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化 
程度 

初中以下 65 13.13% 

初中 97 19.59% 

高中(或同等学历) 185 37.37% 

大专 91 18.38% 

本科及以上 57 11.51% 

健康 
状况 

健康 278 56.16% 

一般 163 32.93% 

较差 54 10.91% 

婚姻 
状况 

未婚 296 59.79% 

已婚 199 40.21% 

5.2. 数据分析结果 

5.2.1. 受访者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整体分析 
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首先将个人特征因素纳入回归模型

进行 OLS 回归，得到回归 1 的分析结果，然后将受访者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在回归 1 的基础上加入模型，

得到回归 2 的分析结果，最后将社会资本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得到回归 3 分析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

年龄变量在回归 1、回归 2 和回归 3 中都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年龄变量对新业

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存在负向影响，年龄越高，受访者就业质量水平就越低。婚姻状况和性别都对

灵活就业质量存在正向影响。根据回归 2 可以发现，受访者学历水平也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受教育

程度越高，其就业质量越高，个人参加技能培训和自评健康状况良好均有助于提升受访者的就业质量，

同时还发现，受访者的职业满意度越高，其就业质量也会越好。从回归 3 可以看出，就业地亲友数量这

个社会资本变量对受访者灵活就业质量产生了抑制效应，亲友数量每增加 1 单位，其就业质量就下降

0.5734 个单位。这与常规的认识产生了差异，通常来讲，在工作地拥有越多的亲朋好友，说明受访者的

社会网络较大，获取就业的机会也更多。但是实证结论与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新业态灵活就

业人员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其亲友在就业方面提供的帮助和选择也比较窄，同时，由于网约配送员工

作灵活性和弹性较大，较多的亲友反而会占据受访者更多的闲暇时间，不利于提升就业质量；另一方面，

当地亲友越多，平时人情礼金支出额也会更大，娱乐花销也较高，反而会减少受访者的资本积累，降低

其就业质量。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OLS 逐步回归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个体特征 

性别 0.6482** 
(0.2434) 

0.6344*** 
(0.1227) 

0.7463*** 
(0.203) 

年龄 −0.8763** 
(0.1302) 

−0.7622** 
(0.3304) 

−0.7393** 
(0.3122) 

婚姻状况 5.6374*** 
(0.3323) 

4.3339*** 
(0.2982) 

4.6271*** 
(0.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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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力资本 

学历  0.3892** 
(0.0105) 

0.3706** 
(0.0132) 

技能培训  0.5732*** 
(0.0341) 

0.5983*** 
(0.0205) 

健康状况  3.3567*** 
(0.422) 

3.3141** 
(0.5239) 

职业 
满意度  0.6982*** 

(0.1323) 
0.6344* 
(0.3562) 

社会资本 亲友数量   −0.5734** 
(0.0438) 

样本 495 个 495 个 495 个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差。 

5.2.2. 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我国户籍差异的影响，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户

籍差异，现将受访者数据按照户籍所在地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下表 5 所示。 
 
Table 5.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fference test results 
表 5. 户籍差异检验结果 

变量 
OLS 回归 

杭州户籍 省内其他户籍 省外户籍 

个体特征 

性别 0.4422** 
(0.2524) 

0.6733*** 
(0.1525) 

0.6423*** 
(0.2511) 

年龄 −0.5532** 
(0.1512) 

−0.5622** 
(0.1304) 

−0.5213** 
(0.1421) 

婚姻状况 4.2333*** 
(0.3223) 

4.5319*** 
(0.2883) 

4.4231*** 
(0.273) 

人力资本 

学历 0.3216** 
(0.0222) 

0.3122** 
(0.0135) 

0.3436** 
(0.0142) 

技能培训 0.5454*** 
(0.021) 

0.5333*** 
(0.0321) 

0.5342*** 
(0.0223) 

健康状况 3.2641** 
(0.5031) 

3.3321*** 
(0.4213) 

3.3242** 
(0.5122) 

职业 
满意度 

0.6024* 
(0.3312) 

0.6242*** 
(0.1423) 

0.6534* 
(0.3662) 

社会资本 亲友数量 0.4212** 
(0.023) 

−0.5015** 
(0.0189) 

−0.5211** 
(0.0327) 

样本 105 个 189 个 201 个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差。 
 

从上表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户籍的受访者展开回归分析发现，不论是个体基本特征变量，还是人力

资本变量或社会资本变量都显著影响受访者的就业质量水平，这些影响因素对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就

业质量影响不存在户籍差异。但是，不同户籍地的受访者中，也存在一些较小的差异。比如，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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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中，杭州市户籍的受访者在当地的亲友数量对灵活就业质量存在正向影响，而省外户籍和省内杭州

以外地区的户籍对就业质量呈现负向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杭州市户籍居民在当地的亲友拥有较广大的

社交圈，给受访者的就业建议比较多，较好的提高了受访者的就业质量。 

6. 结论和建议 

6.1. 调查结论 

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作为劳务市场的新兴群体，是数字经济发展必然的产物，因此，新业态灵活就

业人员的就业质量提升不仅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也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重要抓

手。项目组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从薪酬待遇、职业发展和社会保险参与三个角度选择变量构建新业态灵

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评价体系，评估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现状，发现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整

体就业质量偏低，而且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然后通过构建回归模型选择灵活就业质量评分作为因变量，

分析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和社会资本特征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

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这些个体特征变量以及学历、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和当地亲友数量均能

显著影响就业质量，并且，这些影响在不同户籍地的新业态灵活就业人群中不存在显著差异。 

6.2. 提高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的建议 

6.2.1. 加强灵活就业群体的人力资本建设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受访者的个体特征和人力资本特征都对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有显著正向影

响，因此，灵活就业者应该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首先，可以通过闲暇时间参加政府部门举办

的专业职业技能培训，时刻关注各大就业平台定期举办的职业培训，努力考取职业技能证书，提升职业

技能水平和新业态灵活就业市场劳动力供给质量。其次，考虑到学历也是影响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劳

动者自身也应该多参加学历提升项目，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增加职业的可选择性。通过不断加强学习，

不仅能促进自身文化修养的提升，还能为实践技能的学习奠定理论基础。最后，新业态灵活就业劳动者

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本身新业态行业更新换代的频率就很快，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知识和

技能的更新换代速度就更快了，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和技能水平，才能降低自

身的失业风险，增强核心竞争力。 

6.2.2. 加强平台管理，提升平台服务质量 
新业态灵活就业者赖以生存的依靠就是各大网络平台，因此，就业平台是连接劳动力供求市场最关

键一环，平台的管理和服务直接影响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就业平台订单的分配方式和惩罚规则

还会影响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心理变化，因此，平台需要制定公平的派单规则和奖惩措施，多关注劳动者

的工作反馈，让灵活就业者更多地参与到一系列决策中来。当前有常见的两种接单方式，一是劳动者自

主接单，二是劳动者接受平台对就业者的派单。由于第一种方式订单匹配度较低，大多平台采用第二种

方式，同时要求灵活就业者对平台所派任务必须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不管因为何种原因超时，就业

平台都将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建议平台应该建立申诉通道，给灵活就业人员解释和申诉机会，以减少

对劳动者的无解释惩罚。同时，就业平台应该在综合考量灵活就业人员的服务质量和上线时长等因素的

基础上进行订单分配，完善派单方式，这样既可以提高平台工作效率，让消费者获得高质量服务，还能

促进劳动者平等竞争，提升平台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6.2.3. 多方合力，完善收入保障制度，提升收入稳定性 
工资和收入稳定性一直是影响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的核心问题。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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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质具有灵活性，接单不稳定，这导致了他们的收入不够稳定。 
从就业平台的角度来看，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来改善现状：首先，就业平台可以根据劳动者的在

线时长和接单数量等数据，以确保平台依然有所收益的前提下，弹性地调整佣金比例。这样可以激发劳

动者更积极地在线工作，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其次，就业平台可以基于劳动者的服务表现，设

立弹性保底工资制度。这将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心理安全感，减轻他们因工作不稳定而带来的不确定性，

增加他们的就业信心。 
政府方面，应该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特别是在解决劳务纠纷时，应该更多地站在灵活就业者的

一边，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另外，还可以通过督促各大就业平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诸如监督平台

的惩罚措施和补贴政策是否合理。同时，政府还可以充分运用大数据通过一定的标准来区分全职和兼职

的灵活就业人员，设定差别税率，以降低全职灵活就业人员的税收负担，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稳定性。 
从个人角度来讲，由于灵活就业工作灵活度高，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灵活就业者要有较强的自我约

束力，摒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懒散作风坚持上线接单。根据数据分析发现，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

通过提供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或技能提升方式从而提升就业质量，劳动者应该多扩充积极乐观、努力上

进的生活圈，合理分配上线和闲暇时间，保障收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6.2.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确保平台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改善他们就业状况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根本

举措。一是需要完善与平台就业相关的劳动关系认定机制。调查问卷数据显示，目前有 42.28%的灵活就

业者参与社会保险，其中大多是户籍地的社会保险，这导致了新业态灵活就业群体由于职业特征关系常

常暴露在风险之中，很多时候发生风险也是由自身承担，因此，迫切需要逐步将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纳

入相关法规的保障范围。可以先将一部分在符合社保缴纳资格的平台从业的全职灵活就业人员逐步纳入

准入机制，并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对于不符合劳动关系成立要素的情况，应当发挥平台方的企

业精神，按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劳动保障责任，从而改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二是搭建全国灵活

就业人员专用社保基金，用于保障灵活就业人员从业期间的工伤和医疗保障，可以采用政府、平台企业

和劳动者三方共同缴费的方式，并开通用于灵活就业人员专用社保基金向普通社保基金转换的专用通道，

既可以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负担，又可以增强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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