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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策学视阈下“不完全劳动关系”
性质辨思

吴  勇

摘要：《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作为法政策性规范，首次提出“不完全

劳动关系”概念，是对新就业形态迅猛发展和相关配套法规滞后的回应，以期实现保障平台众包从业者合法

权益之价值。以从属性理论为解释进路，对“框架协议”“单次接单行为”和“持续接单行为”的内在法律

机理进行逐一探析。澄清被误读的事实优先原则；进而论证正常激励机制难以成为劳动义务来源；并强调须

结合个案优先甄别隐蔽劳动关系；最终证立不完全劳动关系的特殊民事劳务关系属性。未来立法应遵循“民

法做加法”的规制逻辑，矫正平台众包用工法律适用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在私法自治基础上探索劳动权利

的具体化拓展适用。当前需回应平台众包从业者最迫切诉求，引入工资工时劳动基准、完善行业集体协商机

制和构建专属职业伤害保险制度，循序渐进地健全现代化的权利保障体系。

关键词：法政策学；不完全劳动关系；从属性；众包；劳动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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ת ε ļ͇ +Ľ Ѳ ̕Ấרᴜ ԉᴇ≠ Ὅ̈́Ấ ўặνȋ ӡѰ

͘ ӻ Ϩ ̜ 8400˸͟ Ѵ̕רᴜԆӻ Ϩ ̜ 631˸͟ ặ ̾ ςↄ̈ⱫẺ ם

Ӷȋa˿ ᴯ ↄ̈ 以下简称“新业态” ˼ὠ ᴜԆӻר Ϩ ̈́ԆӾ Ѓ ̦ὕȋ

̈́ ת2021 7 ͟Ӷ ᵷ ΦЃ ѫ ᴬׇᴇȐѱ̈́ ↄ̈ ԆӾ ԆӾЃ

₲ ȑ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Ѵ̕ 2 Ӊ ᴜר₿ ♩ѱ һ̜˺ ԆӾѱב Ȋ

˾‴Ѫ ᴬ ԆӾѱ 以下简称“不完全劳动关系” ᵷ ́ ѱ Ί ᴜԆӻר

Ϩ Θ  ᵷ Ѓ ˾ ̦ẛἲ Ϸ ᴜר г︠ ᴇ≠ȋȐזּ ₲ ȑͮ ∑

Ҳ˾‴ѪԆӾѱ ѵ ȋ ᴉѵ Έ ᴜΣ֒ר ̜һ

₯˾‴ѪԆӾѱ ˵͍ ȋ

一、价值证成：保障平台众包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σ̜Ȑ ₲ ȑ̕ ̈ ˻+ ̏ ̥ȋ ̜Ѵ Ạ֩һ₈

基金项目：本文是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平台用工法律关系分类调整研究”（项目号：22FXB003）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　勇，男，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

a　数据源自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66

ᴪ ϩ ͇ ᴜↄ̈ר ȋa ̈ ˼ ˾‴ѪԆӾѱ ̝ ļΣ֒Ľ Crowdsourcing
˵ѶỢ ♩ѱ ȋbω̜Ԇӻ͒ ᴜר ᴇⱬ˵ ӄ ♩ωΗӻ+ כּ

˾ Σ֒ͮ̈ ᴱ ᴛΊ ̝ ᵁ‴ ‴ᴜӆ₯Ηӻר ȋ

Σ֒ ₿ᴜר כּ Ѿ ᵠ♩ ♩ω ὕ֒ ΦὠΣֱωӺΊ‴ Ϸ ̾ ͕ ᵷ

͕ ȋͮ ѱ תּ Ηӻ֙ Σ֒ ♩₯Ϊ ԆӾѱ ͕ ғҳ ѵ ӈ

̥ȋ Ѵͻ ♩ ᾊὕֶרᴜ ļ̂ Ľ ᴖ ͇ ᴜר ᴬωΚ̈˿

̦ ͭ Ϊ ԆӾѱ ˾≢̈́ ȋc

ᴜר ♩ԆӾ̀ ̵ὗ ̈́̕Σ֒ ȋ˵ Σ֒ͮ̈ ˵ ᴜרᴊ˻תּ ӆ ӓ ѵ

ὐΪ ԆӾ ͮ≢ ᴓ˵ Σ֒ͮ̈ ᴁ͘ ὠ ̝ ⅛Ѵ ♩ω ̝

ѵὐ ́Ԇӻ Ϩ ȋͻΐ Θ ᾊσ  כּ ԆӾ ӓ

‚ ₯ Ằ һ ȋdẰ ̕ ⁴ ѱ  ẰΪ ԆӾ ᵷ ́Ԇӻ Ϩ ̦ ᴯ

˾ᴯӋ +˾ ӑһ ̀ ᴣ Ὰȋe ᾊσ Ằ ̥‚

˼ ԆӾ ˿ ̦ Ằ ₯ ᴜΣ֒ͮ̈ר Ѓ ļ̘Ѫ Ѫ Ľ ֙ ἲȋ

̦ ̜Ϊ ԆӾ ӆᴊԆӾ Ѫ Ѓ ̜ ́Ԇӻ Ϩ ӆ˾ᴊԆӾ Ѓ ȋẕ

ᴜΣ֒ͮ̈ר Ѓ Ὅ̈́˾  ȋ

ΖШ ᴴӹ ϶Ұ Ҳ ȋ ΖШӋ Τ̈́ ̥ ᴛΊ˵

 Ѡ˻תּ ӆ ѐ ᵷ ȋfȐ ₲ ȑᴓ ΊԆӾἏ ̜ ̝ Ằ˾

‴ѪԆӾѱ ˼ ᴜΣ֒ͮ̈ר̜ Ϩ ᴬѴ Θ Ѓ ȋȐְ̕͟ ѰᵷẤⁿ ȑ

以下简称《宪法》 42 1 ̾ԆӾἏ ѴЃ Ѿ Ѭ ͘ ԆӾ Φᵷ

ԆӾ Ε Ӎ ѹѵ ᵷ Φ ᴅ ȋgẤ₅˾ ϵ Ѭ ԆӾἏ ȋᴯ Ѭ ͔

Ấ₅ ӈ Ε ϨԆӾЃ ȋԆӾἏ ẕԆӾ ͕ Ӎ̝ς+˾∆ ̈́˿ ֵ͟ν

ԆӾѱ Ϊ ԆӾ ˵ҼᴀӺԆӾ Ѭ ȋhω̜ Ѳ ♩ ᴜΣ֒ͮ̈ר

Θν⅍̀ ȋμ ˾₇ ͻΐ ᴀ˿̾ Φ֙ԆӾ ↄ̈ⱫẺ ͟Ӷ Ԇ

ӾἏ Ӎ͟ȋרᴜ ԉᴇ≠ ̈́Σ֒ͮ̈ Ϩ Ԇӻ ͽ ͻΐ Ѓ כּ˾ νȋ

二、法理解析：不完全劳动关系的特殊民事劳务关系属性

Ấ₅₯ Φᵷ Ἠ + Ӷȋi ᴖ ˵

ᴱ ֙ ˵Ấ ̥Ѿ₇ȋjω̜ Ȑ ₲ ȑѾ₇ ̜ ӻ

a　董文军：《组织型平台从业者劳动法保护之价值判断》，《法学家》2022 年第 6 期。

b　林嘉：《新就业形态劳动法律调整探究》，《中国劳动研究》2021 年第 1 辑；王天玉：《互联网平台用工的“类雇员”

解释路径及其规范体系》，《环球法律评论》2020 年第 3 期。

c　专送模式是指平台将一定区域内的业务外包给配送企业 / 站点（代理商或加盟商），双方签订民事合作协议，共同对

骑手进行管理，配送企业 / 站点往往承担主要劳动管理职责。在地方规范性文件中，以南京市《关于规范新就业形态

下餐饮网约配送员劳动用工的指导意见（试行）》（宁人社规〔2021〕4 号）为代表，对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作出明

确界定。

d　常凯：《平台企业用工关系的性质特点及其法律规制》，《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 4 期；王天玉：《平台用工的“劳

动三分法”治理模式》，《中国法学》2023 年第 2 期；肖竹：《第三类劳动者的理论反思与替代路径》，《环球法律

评论》2018 年第 6 期。

e　认定劳动关系的代表性判决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8 民初 53634 号；认定民事劳务关系的代表性判决

为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吉 04 民终 227 号。

f　雷磊：《法教义学之内的社会科学：意义与限度》，《法律科学》2023 年第 4 期。

g　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年，第 268 页。

h　赵红梅：《社会法学前沿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81 页。

i　［德］伯恩德 • 吕特斯：《法官法影响下的法教义学和法政策学》，季红明译，《北航法律评论》2015 年第 1 辑。

j　刘志阳：《民法政策学：后民法典时代的造法研究》，《河北法学》2021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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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Ѵ ᵅ ΖШ̦ ₿ ̈́ѵς ӆ ȋẕ ᴖ Ἇ̈́ ˵

˵ ˾‴ѪԆӾѱ ≢ ᴜΣ֒ͮ̈ר Ѓ Ί ȋ

（一）以从属性理论为解释进路

ᴜר Ѳ ̈́ ṻ֙ὠ ͕ Έ ͮ≢ ̘ӡ ȋμ ͮ≢

+ ‴Ѫ ↨ȋa ˻ ᴖ ϩ ͮ≢ ԆӾѱ ᴛ ˾‴ѪԆӾ

ѱ ȋ͂ ˾Ằ ˻ ͒ ѵ ˵ ȋb

̕Ấ‚ ₯ͮ≢ Ἇ ˻ ͮ͟ ͮ≢ Ȋ ͮ≢ ᵷ ͮ≢ ˺̒ תּ ≠ ȋ

μ ѱ̈́ᴪ Ѿ₇Ίᴃ ̦ ς ֙ ⅍ ȋ ̜ ͟ ͮ≢ Ӌ ԆӾѱ

ҝ ˾ᴛ ȋ ̦ Ί₯ԆӾ ϨЩ Ѓ ẕ̜ͻΐ ̾₯ ԆӾӶ ϩ

̈́ ֵ͟νͮ́ ԆӾȋc̈́ ̕ Ή ͟ ͮ≢ ̕ς ȋd ֵ͟ν ֵ

ᴛ₯ᴬᴯב  ԆӾ̥ӻ ѵς֙ ᴃ♩ω Ѿ₇Ȋ Ȋ ᵷặ ́

ԆӾ ᴯ ȋ ặכּ ԆӾ ̥ӻᵆͮ ֵ͟ν ᵷᵱΉ ᴊԆӾ ˾ ̝ặ ≠♩

ωȋ⅛̜Ш ͟ ͮ≢ + Ӌ תּ ȋᴖ ӑ˵ תּ Φ ԆӾѱ

ȋ˾ᴯ Ợ ♩ω₯͟ ͮ≢ ̵˾↨ ᴯ ӑ ᴉҔ̈́ѵς♩ωתּ ȋẕ ͟ ͮ≢

 ᴬ ₧ ѱ ᴃѴ כּ ϩ ̈́ļ ς Ľ Gesamtbild ̒ Ζ ѵ

˵ ȋe͟ ͮ≢ ԆӾ ѩӑ ֵ͟ν Ѿ ̦̕ Ί Ѓ ֵ͟ν Ή Ӎ

ב ͮ≢ ȋᴖ ₿ԆӾӶ ќһ ᴬ ϝ̦˿ ͕ ̜ ặ ᴬ  Ԇ

Ӿ ≠ ͕ Ӿȋↄ ͮ≢ Ɽ ͟ ͮ≢ ᵎ ȋf ͮ≢ ӆ ԆӾ ͮ

ֵ͟ν Ѵ̝ ᶞѴἏ  ȋg Ằ˵ ҕ˼ԆӾ ₯ ֵ͟νѵ

˻ ϩ μ ͮ≢ + ԆӾѱ ҝȋh₯̈́ԆӾѱ ͮ≢ ˾ќһ̵˾

ͧᴛω̜Ӌ ͟ ͮ≢ ᴀ ȋᴬᴯ ₯ ͽ Ԇӻ Ϩ ̝ ѩ +˾ Ԇ

Ӿѱ ᴆ ˾϶ב ̝ ѩ ᴖ Ằ͟ ͮ≢ ͔˾ᾛ ̜ԆӾѱ ȋ

Ằ ̕ ̕Ấ ⁴ ѱ̝ ϩ ᴇⱬת2005 ȐԆӾᵷ ΦЃ ѱ̈́ ԆӾѱ ѱ́

ȑ 以下简称《通知》 1 ԆӾѱ ȋ ѵὐ̝ς ȊԆӾ ӓּ̃ת ᴊԆӾ

Ȋ ϨԆӾ ֵ͟ν̈ӻ һ˺ Ε ԆӾѱ ȋ˾ᴛᵁ Ȑ ȑ̕Ằ

ļᴯ ѵὐ Ľ ̈́ѐ֙ᵷļ ֵ͟ν̈ӻ һĽ ˾ ȋμ Ȑ ȑ

ļԆӾ Ľ ҳͮ≢ ̥ ͮ≢ ̕Ấ Ắ֙ ȋ

（二）构成非典型合同的框架协议

Σ֒ ᴜᴅר˿ Ằ ᴬω ᴴᴱ כּ זּ ˵    ֙ ֱ ҁרᴜ

ᾊ ̾ Ȑ̤ Σ֒ ֱ ȑᵷȐ ӻᴬωֱ ȑȊ ẗȐΣ֒רᴜ ӻֱ ȑᵷȐ ᵠֱ ȑȋi

ֱ ᴰ ͉ ѫ μ ֱ +˾ᴉҔ̈́ᴰ Ѵ Ѿ₇ȋ ᴇ

ֱ ̝  Ȋ ᴢ ҁᵷϝ Ȋ ӻ ᵷ Η ́ ȋ + 

a　谢增毅：《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中外法学》2018 年第 6 期。

b　李志锴：《组织行为视角下互联网平台劳动关系从属性展开的新进路》，《河北法学》2022 年第 2 期。

c　Dütz, W. and Thüsing, G. (2020). Arbeitsrecht, München: Verlag C.H.Beck.  
d　黄越钦：《劳动法新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94 页。

e　Junker, A. (2021). Grundkurs Arbeitsrecht, München: Verlag C.H.Beck.
f　肖竹：《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标准的理论解释与体系构成》，《法学》2021 年第 2 期。

g　关于经济从属性的内涵尚有争议。肖竹：《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标准的理论解释与体系构成》。

h　Joussen, J. (2023). BGB § 611a Arbeitsvertrag. In Rolfs, C. Giesen, R. Meßling, M. and Udsching, P. (Eds.), Beck’sche 
Online-Kommentare Arbeitsrecht,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i　协议文本查阅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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ԆӾ̥ӻ ᵁ ֵ̥ӻ ̝ ᾊ ̤̾Ȑ ӻᴬωֱ ȑ 1 ļ

ᴛΊϝ ĺ Σ֒ AppĻѾ ֵІ ̝‴ ֵĽȊ ẗȐ ᵠֱ ȑ 2.1 ļ

Σ֒רᴜ≠ І Ѿ₇Ȋ ҝ ̝ ӻ́ Ľȋ ϶ב ҁ ᴱ

+  ̵ֵ Η ẕ̜ ̥ӻӆ Ηȋ ˾ẰԆӾ ͽ̥ӻ ӆͮ≢ ͮ

ᴛ ᵁԆӾѱ ȋẕ ֱ ˾ᴛ ԆӾᴬᴯȋ Ѵ ᴛ ̈́Ȑְ̕͟

ѰᵷẤ Ѷȑ 以下简称《民法典》 467 1 ˻ ѶỢᴬᴯ Ằ̜₿ ᴜᵷר ̦

ᴛ ͕ Ԇӻѱ Ϩ˵͍ ȋ

（三）构成承揽合同的单次接单行为

כᴜẰּר ˵ᴇⱬ˻זּ ӄ ֵΗӻ ѴѾ₇ +ѵ Ӷ ȋ ҁ

ᴱ Σ֒ ҳļ ֵĽ ωҲ ᴛב ᾧ♩ωȋaᴅ ˵ ᴬᴯ ȋ˿

˻ ֱ ˾ᴯ ֵ ̥ӻȋ ᴬᴯ ᴁ ᾊσ 

ֵΗӻ ꞊ ̜ ֵ ᴜΦר Ϩ ֙  ᾊḋ₅І Ȋ Ѿ₇Ȋ ặẽȊ

͟І ᴃ ΊЃ Ὓ Ӎ⌐ ᴬᴯ̥ӻȋ ֵ ̕ ˵ᴜר ˾Φ ̝Ӿם

№ᴇҲѵς Ήȋ₯̈́רᴜ ̜ѱҼ ᵁ ₿ ӹ ⁵ ̕ ̈́‴

Ηӻ ѵς ᵷ ӆ ȋẕ ѵ ὠ ̝ ᴛ ҕ ֵ ȋ

ᵁ ᴉҔ̈́ ᵁ ӹặ‴ ֵΗӻȋᾊ ֵὧ ͻΐⱤͽҲ̾ԆӾ϶ב ᴜר

ӆ̵˾ ̝ ב͔ ˾ ͽ̦ ȋ Ί ᴜר ͽ ₯ ͽ ԆӾ

ԆӾ ̜ ̦Ч ̜̦Чȋ

̜̾ ֬ ӻ ₯ᴜר ֵ ȋ Ấ₅ ӓӶּת Ἱ ת

ᴪὠרᴜ ₿ļ ̏ Ľ ̜ļ ᴉ̕Ľ ₈̾₯Ηӻ ȋbב϶ᾊ ͭ

ẰҦ֩һ ̦Ѿ‴ ȋШ ˵ ԆӾѱ Чӻѱ μ Ȑְ̕͟

ѰᵷẤԆӾᴬᴯ ȑ 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 ₯ả ԆӾᴬᴯ ₯Ί‴ ˵♩ωΗ

ӻ̜ ԆӾᴬᴯ  ξ ȋ ᴬᴯ⌐ Ӌͮ≢ ẕ ȋ ꞊

ᴬᴯ ӆͮ≢ + ӑ ԆӾѱ ȋתּ ὕ ԆӾ ӆ ὗΊ ᴬᴯ ̜ӡ

ᾊԆӾᴬᴯ ӓּתȊ й ӓּתᵷΡ ΡЫӓּתȋᾊ ԆӾᴬᴯ ̜ͧҦ֩һ ὠ һԆӾ

ӆ ˾ ȋ

˻ ֵ ֵ ̜Ί⌐ ̜₲ᴴȊ⌐ ˿ ₯ ԆӾ

ͮ≢ ԆӾѱ ֥ӎ Ί ̜ԆӾᴬᴯ כּ ̜Ȑ Ѷȑ 770 ̦

ᴬᴯȋc

（四）构成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持续接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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ҕ̜ҝ ӆȋaẤפΤў́ב Ԇ♩ Ȑѱ̈́ ώѱ ̸ȑ 198ᴢ 9 ˵

̾́Τўפӆ Ɽ ̜ᴪẤ ԆӾѱ Ὓ ẕԆ ᴅ Ӷ ᴇ

ώ Ѓѵ ͮ≢ ԆӾ ᴊӑԆӾ Ѓ ȋ

Ằ ̕ ᴜΣ֒ר ֵ ὑԆӾΊ ᴉ ẰӺ ҕ ♩ω תּ

+˾͌̈́Ϊ ԆӾ ȋ ̤ ᵁҪН ֵ ́ ϶ᴛ ́ԆӾѱ ᵁ

ȋ ̜ Ấ ˻ Ɽ ļ́ί Ľ ίב +˾˵ ᴅ

˵ ᴛΊ ́˻ ⌐ Ί Ɽ Я ̾ԆӾ ˻́Τўפӆ ȋb

́Τўפӆ ⁵ ́ μ + ļײᴬ ֙Ľȋẕ̜ ∆˾+ӆפ ̈́⁵ ́

 ⌐ ₱ᴅ ̝ ấ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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Ӿ +˾ ω̜ ֵ ԆӾ̥ӻ ͕ Ӷ͔˾ᴛ˿ԆӾᴬᴯ̥ӻ ȋa

̈́ ֵ₲ ξ ˿ԆӾ ᴆԆӾᴬᴯ̥ӻ ͕ ˾Ӎᴱ ͔˾ѵ Ш ȋӡ ϩ ᴛΊ

꞊ ֵ ᴖ ̐ὧ ᾈ Ӎ Φ ̘˵ Ӎ ὧ ᴱ ᴛ ₲ ֵ͟ν ϝ

̡ ֵ ԆӾᴬᴯȋ

ὕ ᾊ ₿ ꞊ Ԅ ӓω̜ ԆӾѱ ҝ ₿ ₂ ′ ȋ ᴜΣ֒ר ♩

ὕ Ằᴪ Ԇӻ͒ ̕ ᴬᴯ˵ ̜̾ Ԅᴓ˵ ᾈặ‴ ♩ωΗӻ꞊꞊ ᴉᴪ Ԅ ӓȋẰ

˾Ằͮ≢ ԆӾ̥ӻ ӡ ̦˼ Ԅ ӓ ᵁ ӑ Έω ԆӾѱ Ш ȋ

˵ ϶ב ₿ Ԅ ӓω̜ԆӾᴬᴯ̥ӻ ̵˾Φ͕ ᾈ ӓ

₿ ȋẕ̜ ᴜר ᴖ Ằּכ ̕זּ ֙ ӹ ϶ᴛ ặ ȋ

3.̒ Ӌ Τў ӎ ԆӾѱ

Ằ ҝΣ֒ ˼ ặ ѩᵷ Ҳרᴜ ֵ ὗԆὗ ᴜ̦ר˿ ˾ẰԆӾѱ ȋ

μ  ̕ Σ֒ ♩ᴛ Ɽ ֙ ᴜר ᴬϝ ᴪ ӓ ₯ ˾ᴯ

תּ Ί ֵ ȋ ᵁ ԆӾѱ ᴬ̒ ѵς ҕ ᴬӋ ͮ≢ ȋתּ

ᴜר Φ₯ ̂̈֙ ӻ ȋ ̜꞊ Ὠ Ȋ♩ω Ȋὕ

ֶ ׇ ᴜר ᴜר ˵ ᴇ ȋ ᴜר ₯ ˵ μ ᴅ ӑԆ

Ӿѱ ̕ ֵ͟ν˿ԆӾ ̦  Ȋ Ȋ ˿ ₔѱ ȋbתּ Ӌ

ͮ≢ ὕ ּ ℓ ˾ ͧҪ ԆӾѱ ȋc˿̦ ᴆ ᴜר ̵Φ₯ ♩

ω ȊҲԒ Ȋ ֵ  ˻өὬ̾ͻΐ ֵ ̝ ₿Ѵ ᴜר̈́ ̦˼ȋd

Ӌͮ≢  ּ ὠȋ↨ ̸̪ ԆӾᴬᴯ ᴜӍר ΤԈΊ

ӓ ļ ϝĽ ᵆͮ Ή ѩὠ ֵ Ɽ  ԆӾ ȋ ̜̾‴

ϩ ᴜר̈́ ≠ ֵ♩ω ᴬͮ≢ תּ ҝ ˻˿Ϊ ԆӾ ȋ

˿ᴜר ̦ + Σ֒ ♩ѱ ͇ ԆӾѱ ȋ

ѱ Ҳ һ ⁴ ѱּכϩ ͮ≢ Τў ₧ԆӾѱ ˿ᵁȋ Ηӻ

֙ ♩ ᴬͮ≢ ̝ ӆ ѩԆӾѱ ȋᴖ Ằ ӎ ԆӾѱ ̦ᴱ

ᴛ ˾‴ѪԆӾѱ ȋ ᴜר ặ₿˾‴ѪԆӾѱ ωļᴐ Ľ ᴖ ˿͇ ᴜר

♩ ѱב˵ ˾‴ѪԆӾѱ כּ ԆӾ Η ϵ₂ԆӾ ȋ

4.˾‴ѪԆӾѱ  ˿ ≠

ᴜΣ֒ͮ̈ר ֵ ̜+˾ ԆӾѱ Ȑ ₲ ȑ̕ ˾‴ѪԆӾѱ ᴅ

̸ ֱ  Ӎ̥ӻȋμ ֱ ⅍  Ằ‚ ȋ ̜ Ȑ

₲ ȑẰͮ≢ ԆӾ˿ ԆӾ ͂һפӆἏ ˻ 以下简称“劳动二分” ͧͮ ∑ ө

Ҳ˵̒ѵ ̕ ặꜞȋ˾‴ѪԆӾѱ + ר≢ͭ ̝ς̦ ́Ԇӻ

ѱ μᴯ ѹѵ Φ֙ ὕ ȋ

ͮ ѱ תּ Σ֒ͮ̈ ᴜרͮ ֵ ̜ ˵ ӄ ᴬᴯ ᴬ ˻

ӆȋפ ꞊ ҕ˼ ͟ΦẰ ͒ ⱫẺ˻₱ ♩ωΗӻ ˿ὗ̒ω͟һӎ ḋ+

a　2023 年 5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其中案例二，并没

有依据激励机制认定网约配送员与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是笔者同时也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当平台能够通过激

励机制实现对骑手的实质控制，并达到认定从属性的程度，激励机制亦可构成劳动义务来源，囿于篇幅本文不展开讨论。

b　周宝妹：《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者地位探析——以与传统出租车司机比较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
年第 3 期。

c　王天玉：《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的劳动关系认定——以“e 代驾”在京、沪、穗三地法院的判决为切入点》，《法学》

2016 年第 6 期；Preis, U. (2023). BGB § 611a Arbeitsvertrag. In Müller-Glöge, R. Preis, U. and Schmidt, I. (Eds.), Erfurter 
Kommentar zum Arbeitsrecht,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d　2023 年 5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其中案例一，平台

对网约货车司机的工作量作出硬性要求，是认定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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ᴬᴯ ẕ ļ˵₯ὗĽ Ԇӻ͒ ̜ ȋμ ͇ ҈ ͟ ᴖ

ᴜר̒˵ ֵ ᴜר ̜ͻ Ḁ˵ω͟ ļ˵₯˵Ľ Ԇӻ͒ Ί ȋa Σ֒

ͮ̈ ̝ ѩ̵ ̈́ ᴜѵר₯ ͮ≢ ȋμ ͮ≢ + ӋԆӾѱ ҝȋ

˿ ᴯ ᴜΚ̈ὗר ̈́̕ԆӾₔ Ợ ӻ ̈ ₯ͮ̈ Ȋתּ ר ξȋͮ̈

ᴖ Φ ͒ ♩ѵ ֵἎ ᴛ˻╓ȋẦ̈́ב Ӷ ὠ ҉ ὅתԆӾӶ϶ ̜

ᴜΣ֒ר ♩ ̝Ӷ҈ȋΣ֒ ֵ♩ω Ȋ אὠᵷתּ ͻΐ Ѓ ̈́Ѵͻ

̈ Ợȋ ω̜₅ֿב ͻΐͮרᴜ ᴉ Ѫς₅ֿב ᵠς Ἇ ȋẕ

ᴜΣ֒ר ֵ♩ω ́Ԇӻ͒ ̜ μⱤ ѩ̾ Φ ˾‴ѪԆӾѱ ́ ᴬᴯ

Φ֙ ȋb ͮ ΦӍ Ҳᴇ ₯ ˻ ר ̿Ί   ̥ȋ

‚ ˵ ̜ᴛΊᴀ Ԇӻ ᵷ Ѫ ӓ ♩ ӆ ₯˾‴ѪԆӾѱ ӎ

ӓȋc ӑרᴜΣ֒ͮ̈ Ѓ μ ̾˾‴ѪԆӾѱ ˿ ѶỢԆӾѱ

֥ӎȋԆӻ Ằ̈́ ֵ͟ν˿ ♩ֵν˾˵ ֵ͟ν₿ ͘ Ή

 ♩ֵνȋ Ѫ ӓ ♩ Ằ̈́ԆӾ ♩ω ֵ͟νẰ ♩ω Ѿͭ ᴛ

ΊѪ Ѵ Ή ȋ ̎ ѶỢ ♩ ͭ ᴬͮ≢  ҝ ԆӾ ᴊ ֵ͟νԆӾ

ԆӾѱ ȋ ̦˼ ˾‴ѪԆӾѱ ẰԆӻ͒ ̕ Яᴴ Ɽ ̾ͮ≢

ԆӾ ȋẕ ˾₿Ѵ ѩԆӾѱ ȋ

‚ ꞊ Ấ ļ ᵠĽ Arbeitnehmerähnliche Person ӓּת Ί ᴜΣ֒ͮ̈ר

ặνȋϩ ẤȐẗςֱ ȑ TVG 12a ᵠӓּת Ằͮ̈ ͮ≢ ᴃ ΦЃ

Ἇ ̦˻ ˿̕Ấ ̈ ᴜΣ֒ר˼ ♩ ̜ ιȋμ ᴪẤԆ♩Ѓ ӓּת˿ ˾↨ ᴯ

ӆ כּ ̈́ Ấ Ϊ ᵷ Φ Εȋd ẤԆӾ ̈́ ѱ̈́͂ ֱ ӓ

כ φת Ɽ ע ȋ ̦˼ ̕Ấ ѱ ӓּת ᴇ≠ ₯ ᴱȋԆӾ͂һ

 ‚ ᵷᴣ ӻ ὗתᴬӶ ⱤӉ Ίͮ≢ ̜ ↓ Ѱ ≢˾ ȋ

ᴣ  ȋ ԆӾ͂һפӆ ѩ ᵠ ˺ ԆӾ ӓּת

˾ͧẰ ӆ Ίᴃ ᴛ ᴇ˾ᴛ ӓּת ϝ ὠ Ϊ

ԆӾ ᴜͮ̈ר ̜͘ᴊ Ѓ ᵠ ₲ Φ˾Ѭȋe ὕ ⅛̜Ш Ấ

ᵠ ͭ ́Ԇӻ Ϩ ˿ᴬᴯ ₯ ̦ ώѱ ѱ ȋf˿ ˻ Ԇӻ

Ϩ ᵠ Ѵ μ+˾ѵ‴Ѫ ặν ≢̈́ ˼ν Ợȋẕ Ấ

ᵠӓּת ̜ ᵉ כּ Ằ ́ ѱ Ѿһ ᴜΣ֒ר ♩ ᴯ Ѵ Ίļ б

Ӻ Ľ̜Ἇ ≠ Φ֙  ᴜΣ֒ͮ̈ר₯ һԆӾ Ӎҝ ȋ

三、路径探索：劳动权利的具体化拓展适用

˿Ѵ ᴜΣ֒ͮ̈ר ẛẰ  ẛẰ ₯ Ѓ ˾ ̦̕ȋg

a　实践中，也有众包从业者在多个平台同时接单，但是“一对一”还是基础模型。

b　王天玉：《超越“劳动二分法”：平台用工法律调整的基本立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

c　张弓：《平台用工争议裁判规则探究——以〈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为参照》，《法

律适用》2021 年第 12 期。

d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129—132 页。

e　沈建峰：《数字时代劳动法的危机与用工关系法律调整的方法革新》，《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2 期；谢增毅：《平

台用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立法进路》，《中外法学》2022 年第 1 期；肖竹：《第三类劳动者的理论反思与替代路径》。

f　Spinner, G. (2023). BGB § 611a Arbeitsvertrag. In Säcker, F. J. Rixecker, R. Oetker, H. and Limperg, B. (Ed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目前很少有中文文献对此进行澄清，参见王茜：《互联网平台

经济从业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云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4 期。

g　李怡然：《困住骑手的是系统吗 ? ——论互联网外卖平台灵活用工保障制度的完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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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ѪԆӾѱ ́Ԇӻѱ ≢ +˾ ᵪ ₿Ѵ‴Ѫ ẰⱫẺ ̦̕ȋΊ

Ȑ ₲ ȑ̜  ԆӾ Ӎ ѵς֙ ≠ ᴛ ļѪ Ѫ Ľ ԆӾЃ

ᴁ Ằ ˻ ѩ ˺ ԆӾ ͕ ὗ ȋ̕Ấרᴜ Ằ ᴇ≠

⅍ ὠ˾  ȋ ӆ כּ ͎̈́ Ҕ̦ Ί ѩ♩ ♩ ԆӾἏҝȊ‴Ḧ ̈ ς

ֱḋ ӓᵷ ̂≢ ̈ά₂Ѓ ӓּ̜ת ᴴ +Ѓ ȋ

（一）引入工资工时劳动基准

♩ ᵷ ξ♩ ̜ ԆӾἏҝ ́ѱԆӾ Ἇ Ѓ ȋ͇ ᴜר ♩ ӈ

₲ ӓּת ̝ ͔ӺӪ̾Ὅ̈́˾‴ѪԆӾѱ ̦̕ Σ֒ͮ̈ ξЃ  ȋתּ

ᴛΊᴀ ԆӾ ˻ ♩ ӓּת Ѓ ᴜΣ֒ͮ̈ר Ἇ Ρ ȋμ ӆ כ̵ּ ᴬΣ֒

ͮ̈ Θ ω ̜₈ ′ ˾̏ ӓȋaӍ ӓ ӓ ȋ

ὕ ₯♩ω  ֒ Ằ ᵁΊᴃᾊσ ѩ♩ω ȋbѱ̈́רᴜΣ֒ͮ̈

ξ Ѓ ͔ᴛᴀ ԆӾ ˻ ξ♩ ӓּת ѵςͮ̎̒ תּ ӆ ˵ ֵ ֵ ξ Ε

Ѓ ͂ ς♩ω ξ Ѓ ȋ

（二）完善行业集体协商机制

ᴜởר ͇̾ ͕ ļⱫẺϨ І Ľ Σ֒ͮ̈ Ӌ Ӷẕ ӑӟ +

˾ ‴Ѫ ̒ς Ѭר ֱ ȋc ӓ ί ᴖΦ ̜ ̕ ṻȊ ̕

ӽ♩ѵ ̜˵ ˵ӓᴓם ȋd ς Σ֒ͮ̈ ᴜӍר ΤԈ

ặν ̂ Ί Ԇ ѱ  ר ȋ̕Ấ♩Φω̜Ԇ♩Ӎ Έ ѴΦᵠ + ˿ԆӾѱ

₯ ̜Ὅ̈́˾‴ѪԆӾѱ ̦̕ Σ֒ͮ̈ Ӻѩ♩Φ Ϩ̾ ϩ ȋeȐ ₲ ȑ 17
ᴪ ♩Φ ᵎ ̈ ԆӾ Ӻѩ♩Φȋ ₯ ωҲẓּכ Ѝ Ȑְ̕͟

ѰᵷẤ♩Φ ȑ 以下简称《工会法》 ἹӺ̾ 3 2 ļ♩Φ Κ̈כּ Ȋ ♩ Ν Ȋ

ԆӾѱ Ȋↄ̈ ᴇ≠ᴋ֙ ϩ ԆӾ ᴀӺᵷ ♩Φ ӍĽfȋẰ ̕ ᴜΣר

֒ͮ̈ ֙ פ ♩ω ₲ Ѵ ͟ᵠ Ӿ ȋ͟ ͮ≢ ὧϝ ӻ̈́ᴯ

ᴜר˵ Κ̈♩Φẛ ȋμ Σ֒ͮ̈ ̈ ᾊᴯ≢̈́ὕֶ ̈ ẗΣ֒ ᵷ

̤̾Σ֒ ȋ ̈́ Ȑ♩Φ ȑ 11 4 ˻ ͕̈♩Φ϶ ̜ ᴐ ̜ ≢̈́ᴯ˵ ̈

ᴜΣ֒ͮ̈ר Ӻѩ♩Φ Ϩ̾ί ȋẰѩΦ ˻זּ ᴜרίᴬכּ ♩ Ҽ ֙ѩΦ

ѩΦȋẰ ςᴬᴯѾ₇˻ כּ ѱ ΕֵΖȊ ♩ Ȋ ϢȊ ֵһ Ȋ Ԅ ӓᵷԆӾ

′ѪЃ Σ֒ͮ̈ ѱ ȋ⅛̜ כּ ̈́̕Ấ ςֱḋ ӓ ќһפּ

ᴇ ̝₲ω ᴜΚ̈ר Ѓ ςᴬᴯѵ Ӷȋ

（三）构建专属职业伤害保险制度

ᴜΣ֒ͮ̈ר ̘ ̈ά₂ Ӷ ⱡȋḋ̈Ѓ Ӎ ҔЃ

Ѭᴣ ͽ תּ ӓּתϨ ˾ ȋ˿ ᴯ Ϊ ♩άЃ ΦЃ ᴁ˿Ԇ

Ӿѱ  ԆӾѱ ♩άЃ ̦ӡ ˾‴ѪԆӾѱ + ԆӾѱ ȋ↨ Ɽ ‚

ᵰᴨּכ₿͂ ὠ♩άЃ Ạ ẓ ΦЃ ̦ ȋg ♩άЃ

a　赵红梅：《网约平台从业者劳动权益之立法保护》，《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

b　谢增毅：《平台用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立法进路》。

c　董文军：《组织型平台从业者劳动法保护之价值判断》。

d　［德］奥托 • 基尔克：《私法的社会使命》，杨若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36 页。

e　吴文芳、方令权：《新业态灵活从业人员工会组建的法理逻辑和进路》，《工会理论研究》2021 年第 5 期。

f　2021 年 12 月 24 日，《工会法》第三次修正。

g　娄宇：《平台经济从业者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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ӓּת Ѿ Ί ȋ ὕ ₿Σ֒ͮ̈ ̈ά₂ ѩ Φ֙ ς ̵˾

↨ᴬ ȋͻΐ˿Ϊ ԆӾ ˾ᴯ ᴜר₯ ͮ≢ תּ ξȋἏ̈́ ѱ ᴜר ₯Σ֒ͮ

̈ Ѫ ԆӾ ȋ₯ ̈ά₂ Ӷ̵˿ԆӾ ˻ ֵ͟ν˾ѵᴛ Ѵ ˿ᴱ

ᴯ ΦЃ Η+˾ᴛᴉȋẕ כּ Ӎ̥ӻ ˵ ӆפ ωҲⱡ ֙′ ȋȐ ₲ ȑ

9 ֙ ̈ ˼ ̈ά₂Ѓ ӓּת гѪ ̈ά₂Ѓ ӻ ᵷ ӓȋ ӡ

˵ ̂≢ ̈ά₂Ѓ ♩ωⱤ ≠ ȋa ς Σ֒ ♩ѱ + ԆӾѱ μ ᴛΊᴀ

♩άЃ ς +Ằ ӆȊ ̈ά₂ Ȋ ͽ Ȋר Ӹ ӈ

ѵς ӆ ˵ ֙ ȋᴛΊ  ẕרᴜΣ֒ͮ̈ ͘ ♩ω ̝ Ѵ ͘

Τ̈́Ϊכּ˾˻ӆפ ͮ≢ ԆӾ ȋ

四、结　语

Ѧ ͂֩ὠ ᵗ Ҳļ ᵷ ᴇ≠ ↄ̈ Ľ ς ͮ ∑ תּ ͇̾

ᴜר ω ͔ ļӺ ↄ̈ᵷ ↄ̈ ԆӾ Ѓ Ľ Φ ȋרᴜ

ᴉΣ֒ ₿♩ωѾ₇Ηӻ֙ Ằ ̥‚ ˼ ᴬ ԆӾѱ ȋȐ ₲ ȑ

ѵ ע ẰἭ ȋΊ ̜ ӆּכ₯ ר Ԇ ѱ

Ѓ Σ֒ͮ̈ ˿ᴇ≠רᴜ ˾ᴛЯּקȋỈ‰ԆӾ͂һפӆ ₿˾‴ѪԆӾѱ ̈́ ́

ѱ ̦˼ω ֙Ὅ ԆӾѱ ֙ ˾ ӓרᴜ ♩ ̀ΤԈȋᴯ

Щ Ѓ ӆפ  ᴜΣ֒ͮ̈ר₯ һԆӾ Ӎ ≠ Ѓ Ѵ Ӎ ȋΣ֒ͮ̈ Ӎ

ὗ₨˿ͮ≢ תּ ѱ ԆӾѱ̈́ͬכּ ᵷ ́Ԇӻѱ ̦ Ѓ

ӓ ȋ

Reflections on “Incomplete Labor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olicy Studies

WU Yong
(School of Law,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The guiding opinions involving incomplete labor relations respond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employment forms and the delayed corresponding regulations, seeking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latform crowdworkers. Taking the theory of subordination as the interpretive method,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intrinsic legal mechanisms of “framework agreement”, “single order-taking behaviour”, and “continuous order-
taking behaviour”. It study clarifies the often-misunderstood principle of the primacy of facts, argues that normal 
incentive measures are unlikely to be the source of labor obligations,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prioritiz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disguised employment on an individual case-by-case basis and finally proves the incomplete 
labor relations are fundamentally a specialized form of civil service relationships. The future legislation should 
adopt the regulatory logic of “addition of civil law”, correct the binary thinking in the legal application, and 
explore the specific expansion of labor rights based on private autonomy. Currently,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labor standards for wages and working hours, enhance the industry-wide collective bargaining mechanism, and 
develop a special occupational injury insurance system. Such steps will address the immediate needs of platform 
crowd-workers and incrementally improve the contemporary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Keywords: Legal Policy Studies, Incomplete Labor Relations, Subordination, Crowdsourcing, Labor Rights  

  [ 责任编辑：陈慧妮 ]

a　2021 年 12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

通知》，各地新一轮试点工作陆续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