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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偶发疫情的催生下，灵活用工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热点之一。一部分企业进行用工转型，将非核心

业务、边缘业务外包给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管理，通过降低人才管理成本来提高企业效益；另一部分企业抓住发展机遇,扩

张业务实现企业发展，因此增加了一定的人才需求。企业直接雇佣用工会有大量的招募、培训、管理等显性成本，也存在

用工发生劳动关系风险的隐性成本。当让第三方以用工服务作为成果交易时，则因为第三方人力资源专业机构的调配能力

和专业服务，降低了企业用工的隐形成本。

高速增长的市场激发了市场竞争者的参与热情，除了吸引传统人力资源服务商增加投入，还催生了很多互联网服务商切

入市场 。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经济开始兴起。在快速发展的背后，灵活用工行业仍然面临着政策监管滞后，如何及时跟进，

以及服务商如何更加规范发展的问题，同时企业雇主和劳动者在使用灵活用工方式时也各自存在一定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艾瑞咨询对灵活用工市场发展特征和产业链角色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度

思考，提出了相关发展建议。希望本报告能够帮助读者了解灵活用工市场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以期为企业家、创业者、投

资人及产业链上下游角色参与者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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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 政策：近年来，国家多部门发布了关于劳动者就业、行业发展和企业发展等政策，
为灵活用工业态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 经济：灵活用工市场需求变化与经济发展周期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中国经济
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用人需求上涨加速了灵活用工用工市场的发展。

➢ 劳动力：招聘难度增加和劳动力获取成本增加催化了灵活用工市场的发展。
➢ 技术：HR SaaS技术为人力资源服务商发展创造技术条件。

➢ 宏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环境中，灵活用工与标准雇佣形式将相互影响，保持
此消彼长的关系。

➢ 政策：财税政策引导灵活用工市场朝向更加合规的方向发展。
➢ 企业雇主：从“人才为企业所有”转变为“人才为企业所用”。
➢ 服务商：市场格局会进一步集中，竞争态势明朗；服务商深耕垂直行业，探索颗粒度

更细的岗位需求；服务商加强技术应用是未来有效联动BC两端的关键。
➢ 求职者：灵活的就业方式或将成为更多劳动者未来的选择。

➢ 企业雇主：核心解决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降本增效是企业雇主使用灵活用
工最主要的原因，不同企业对灵活用工方式有不同的需求。

➢ 服务商：传统服务商数字化转型，平台型服务商流量转型，两种类型服务商利用
自身优势推动行业快速发展。

➢ 求职者：不得不选和对自由生活和对喜爱岗位的向往是求职者灵活就业的主要原
因。同时伴随出现的是现阶段工作不稳定、缺乏保障以及薪资的不透明等问题。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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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用工起源自美国，成熟于发达国家，中国市场仍处在快速成长期。
➢ 遵从劳动群体金字塔模式划分，由下向上逐步渗透。
➢ 灵活用工市场竞争格局分散，国内人力资源服务商服务优势各具特色。
➢ 2020年灵活用工市场规模预估达到6480亿（外包模式下规模），发展前景可观。
➢ 人力资源服务商帮企业客户完成用人招募与管理，收取合理服务费。

发展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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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市场业务结构
三大核心板块围绕人才资源协同合作，加速人力资源高速发展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就业优先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依托，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人力资源市场服务

业态全面发展，可将市场划分成人力资源获取、人力资源外包和其他三大板块，围绕用工需求，三大核心板块在人力资源

市场创造广泛价值。同时，人力资源市场供需两旺，市场赛道的不断细分,整体市场的蓬勃向上的发展前景。根据人社部数

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力资源机构与从业人数均有较为明显的增长。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人社部数据、公开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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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与灵活就业的区别
灵活用工指企业用工灵活，灵活就业指劳动者就业方式灵活
灵活就业，灵活的工作模式相对于传统的工作模式而言，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

相对灵活，受限较小。对于解决我国结构性就业问题起到了一定的帮助。

灵活用工是从企业雇主角度而言，是对劳动者不同于标准雇佣模式的用工的灵活调配和使用；灵活就业是指劳动者灵活获

得劳动报酬的就业方式。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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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概念界定
相对标准劳动（雇佣）关系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
相对于劳动法完全适用的标准劳动关系，广义的灵活用工涵盖非标准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两种，其中非标准劳动关系部

分适用于劳动法调整，非劳动关系是劳动法标准之外的用工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灵活用工形式有较为明显的灵活性，

可有效帮助企业进行用工成本控制和提升用工效益。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法律视角下的用工关系划分与灵活用工范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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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市场驱动力-政策
为保障就业稳定和扶持企业发展，多项政策给予宏观支持
近年来，国家多部门发布了关于就业支持、人力资源行业发展等相关政策，核心主题聚焦在劳动者就业、行业发展和企业

发展三大板块。具体包括：支持劳动者选择新业态、多样化的就业方式；规范人力资源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扶持企业发展，

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税改政策规范企业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等。艾瑞分析认为，稳就业前提下，国家对灵活就

业的支持激发了灵活用工市场快速发展，伴随行业发展的同时，规范性政策也更好地引导用工企业、灵活用工行业朝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就业政策支持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提出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目标，确
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

行业发展政策指导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规范行业发展。提出被派遣劳动者
不得超过用工单位用工总量的10%，
合同签订至少2年，需为派遣员工
全额缴纳工资社保。

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
意见
提出要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集聚发
展，同时增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创
新能力。

企业发展政策支持

2014 2014

2014

就业促进法
国家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服务业，扶持中小企业，
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
位。对部分企业、人员依法
给予税收优惠。

2014

国税地税政管体制改革方案
调整优化税务机构职能和资
源配置，统一税收、社会保
险费、非税收入征管服务标
准。

2018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进一步放宽人力资源市场准入，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制定出台相关扶
持政策，增强了行业内生发展动力。

2018

政府工作报告
完善就业政策，加大就业培训力
度，加大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
态的支持。

2019

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
完善自主创业环境。

2020

2014-2020年灵活用工市场相关政策梳理

《关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
服务的通知》
指导和支持企业间开展共享
用工，解决稳岗压力大、生
产经营用工波动大的问题。

20202020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
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
意见》
明确提出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
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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