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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互联网促进零工经济焕发生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  何晓斌 
 

    近年来，随着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零工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崛起，

并逐渐成为现代雇佣经济的重要主题之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传统经济模式和用工

制度受到严重冲击，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零工经济获取报酬。零工经济已成为当前社会经济的

重要组成形式。 

    零工经济，指的是大量自由职业者和雇主通过互联网平台或者移动应用程序实现供需快速匹

配，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和地点，往往按照项目计酬的工作方式形成的业态和经济形式。因此，零

工经济与同样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资源需求方和供给方快速匹配的共享经济联系紧密。与传统经

济形式相比，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零工经济具有灵活性强、非劳动关系、劳动技能化、算法智

能化等特点。目前，零工经济已触及交通出行、外卖服务、住宿共享、知识共享、网络直播等各

个领域。 

    零工这一用工形式在我国早已有之。临时工、短工等工种长期存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之中，

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组成人员。在互联网时代以前，零工多作为全日制雇工的补充，往往被

排除在官方统计数据之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就业观念的改变，零工经济重新焕发生机，并成

为现代用工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零工经济在当前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规模大、增长快，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零工经济、共享经济作为我国数字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2021）》显示，2020

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人数达 8.3 亿，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 8400 万人，同比增长约 7.7%。在疫情

冲击下，零工经济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有效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提高了劳动者收入。与

此同时，零工经济也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2021）》显示，

2020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 33773亿元，共享型服务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提升经

济韧性和活力的重要力量。 

    传统零工劳动者与新型零工劳动者并存。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以“短期工作、根据项目签订

合同”为特征的零工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广泛存在。家政保洁人员、建筑工人等就是传统零工劳

动者的典型代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互联网+零工经济”形式的兴起，大量传统零工劳动者

开始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取工作。凭借大数据和强大的算法，互联网平台能够高效便捷地匹配供需

双方信息和资源，极大拓展了传统零工劳动者的就业信息来源，促使越来越多的传统零工劳动者

参与到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之中。与此同时，互联网在各个领域的延伸，催生出了大批新型零

工劳动者，如网络主播、网络博主。此外，零工平台也增加了高技能劳动者通过知识分享等获得

额外收入的可能。目前，我国零工劳动力市场中各个类型的零工劳动者并存，但以流动人口（很

大一部分是“农民工”）为主要构成的传统零工劳动者仍是零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兼职零工与全职零工并存。与传统雇佣模式相比，零工经济的特点在于以“临时合作”的方

式代替传统企业中的长期劳动合同关系。在“平台+个人”的模式下，个体拥有较大的工作自主

权，工作时间与工作量更为灵活，这使得参与零工经济的劳动者具有兼职与全职并存的趋势。一

方面，得益于零工工作的灵活性，许多劳动者将零工工作视为全职工作之外的一种补充，在闲暇

时进行零工工作增加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随着就业观念的改变与对工作自主性的追求，越来

越多的年轻劳动者选择零工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自己雇佣自己进行劳动，自由决定工作时间和

内容。2019 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与 58 同镇联合开展的县域零工经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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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显示，超过 52%的县域劳动者拥有零工工作，超过 27%的劳动者全职进行零工工作。 

    城乡零工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我国零工经济在城乡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城乡零工经济发展差

异较大。零工经济最早发端于大城市，零工工作者主要提供生活类服务（如交通出行、外卖、快

递、家政）和高技能专业性服务（如线上咨询、教育、法律服务）。在大城市，与零工经济相关

的服务更多、范围更广。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下沉，县域零工劳动者快速增长，生活服务等低

技能型零工经济在县域地区快速发展。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与 58 同镇联合

开展的有关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显示，县域地区与互联网相关的零工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主要从事

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网店、网络销售等相关工作。但总体而言，以知识和高端技能服务为基础

的零工业态在县域和农村地区发展有限。 

    我国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零工从业者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引起了我国政

府的高度重视。我国零工经济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零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就业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依托互联网平

台的跨地域性对越来越多的群体产生影响。可以预见，零工经济将以方便快捷的工作获取优势和

灵活自由的工作形式吸引大批各个层次的劳动者参与到零工工作之中。阿里研究院预测，2036年

中国将有 4亿人成为零工经济的自由职业者，约有 1/2的劳动力将以零工的形式提供生产和服务。 

    零工组织将更扁平。互联网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的扁平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通过减少管理

层次、压缩职能部门、精简工作流程，企业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冗余流程，加快信息流转，减

少企业管理成本，适应现代化企业的发展要求。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一代的劳

动者更加向往相对自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对于工作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决策参与权有更多的要

求。可以预见，企业扁平化将成为零工平台企业的组织发展趋势。 

    零工管理更趋规范化。零工经济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

现了一些阶段性发展问题，比如部分零工经济平台的垄断趋势开始出现、零工劳动者社会保障不

完善、零工劳动者与零工平台劳动关系不明晰、零工经济消费者的隐私数据泄露、政府与企业权

责不明确、政府税收和监管政策待加强。2021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企业责任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对一线城市网约车司机的调查发现，零工经济中网约车司机权益受侵害现象时有发生，如

网约车司机劳动时间过长（往往在 10小时以上）、司机权益受损后申诉渠道有限、对消费者的“大

数据杀熟”。这些问题已经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政府将会出台和

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加强对于零工经济平台的监管，切实保障零工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我国零工经济的规范和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