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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一纸文件，让“零工经济”再度进入大众视野。 

日前，人社部、民政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

职招聘服务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零工市场信息服务，建立零工求职

招聘信息服务制度，将零工信息纳入公共就业信息服务范围，强化就业创

业培训服务”等要求。消息一出，市场热议。 

事实上，近年来打“零工”正变得越来越常见，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

当前我国的零工从业者规模多达 2亿人；《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也显示，目前我国“平台上活跃着近 70 万自由职业者，在全国 50 多个城

市上线灵活就业岗位超过 300 个”，他们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

出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读懂零工和零工经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所谓“零工”，主要用来指代那些短工、临时工、灵活用工等非标准

的就业形态。 

零工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彼时在经济大萧

条的背景下，美国采用灵活用工的方式来缓解失业压力。而后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推进，这种灵活用工的方式陆续引入其他国家，并且逐渐成长为许

多国家就业市场上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如日本，在全体劳动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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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3 都是灵活用工从业者。 

我国的灵活用工起步较晚，不过近些年随着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快

速发展，叠加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催化，使得我国零工市场和零工经

济不断壮大，并成为了政策关注的焦点之一。 

学界普遍认为，零工大体涵盖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拥有稳定主业的零工从业者，这便是人们熟知的斜杠青年，

他们拥有本职工作，打零工只是因为兴趣使然，或是为了发挥自己在其他

方面的特长，继而寻求不一样的工作体验，并获得额外收入，比如兼职做

自媒体或视频主播、开网店等等。 

第二类是主动寻求自我实现的零工从业者，部分人本来拥有全职工作，

但他们却拥有更加多样化的技能，因为觉得工作岗位无法充分发挥自身才

能而选择主动离职，转型成为完全独立的以零工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这种

情况在国外被称为“创意阶级的升华”，比如独立的商业顾问、咨询顾问

等等。 

第三类是没有稳定主业的零工从业者，一些劳动者并非想要抛弃主业，

而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获得稳定的全职工作，不得已去寻找那些临时性且

从业门槛较低的工作，且多为体力型劳动，如外卖配送、快递配送、网约

车司机、家政服务、建筑工人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类和第三类零工又被称为“U盘化就业”——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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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思义，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就像 U 盘一样“即插即用”，只不过前者属于

高技能类型的 U 盘化就业，后者则属于低技能类型的 U 盘化就业，一个更

看重自由，一个更关注生存。 

在我国，零工市场由第三类从业者占据主导，即我国的零工市场主要

是由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构成。参考浙江工商大学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我

国零工从业群体具备以下特征： 

其一，零工从业者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过硬的知识和技能，没

有稳定的主业，得益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他们普遍可以在短时

间内找到门槛较低的临时性工作，并随时准备上岗，相对更加灵活，不过

工作稳定性也相对较差。 

其二，零工从业者工作强度较大，超过一半的人每天工作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将近 80%的人月收入在 6000 元以下，并

且连续长时间的体力劳动给零工从业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一定风险。 

其三，零工从业者大多可以靠工资养活自己，不过由于“月光”或者

“家里需要就给”，因而存款较少，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差，并且零工从业

者普遍缺乏理财观念，部分人在需要资金时更倾向于使用现金贷类产品。 

其四，零工从业者在社会保障方面相对弱势，部分平台企业因不明确

的劳动关系而拒绝为零工群体提供充分的劳动保障，也经常不为零工从业

者提供最低工资标准、带薪休假及其他福利保障，零工从业者往往需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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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承担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风险。 

以上便是“零工”的前世今生，以及我国零工从业者的大体画像。 

2 

零工经济的兴起，有着其内在的必然逻辑。 

一则，我国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第三产业规模日益壮大，

占 GDP 比重超过 50%，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都在流向第三产业，而互联网

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不断催生出各种新经济业态，如外卖、网约车等等，

相应的是社会分工也在不断精细化，这给不少劳动者提供了灵活就业的机

会。另外，我国人口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适龄劳动

力规模也在不断收缩，同时劳动力成本持续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压力也越

来越大，由此在客观上增加了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 

二则，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零工经济提供了便利。 

基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各类用工平台接连涌现，形成了更加广阔的

劳动力市场，而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算法技术又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

限制，增加了就业市场对于劳动用工信息发布和获取的便利性，从而进一

步降低供需双方的匹配成本和沟通成本，并且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为部

分人的独立办公提供了条件，再加上近几年共享经济的风口之下，充分利

用社会闲置资源和劳动力的理念愈发深入人心，这便为零工经济的快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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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个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来找

到灵活性的工作。 

三则，零工形式越来越被供需双方所认可。 

对于用工方而言，通过零工市场获取劳动力要比传统方式更加方便快

捷，而零工的灵活性特征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用工方的各方面成本；

而对于劳动者而言，打零工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收入机会，除了能够在短时

间内解决就业问题，还可以满足一部分人对于自主工作性和拓展更多收入

来源、尝试更多职业发展可能性的诉求。一言以蔽之，劳动力市场供需双

方对于灵活就业的共同需要，得以让零工市场和零工经济不断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零工经济虽然看起来并不算“高大上”，但在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关键： 

一方面，零工经济是稳定就业的重要抓手。由于在资金、技术、劳动

力素质等方面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且具有低成本优势，零工经济在吸纳

就业和改善民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表现得尤为

明显。2020 年年初，新冠疫情席卷而至，部分企业停工停产，客观上给就

业市场增加了不小的压力；而时至今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仍

有不少城市和行业都会时不时地因疫情的反弹而承压。在此过程中，人们

对于餐饮、购物、医疗等方面的消费需求逐渐向线上转移，继而增加了市

场对于外卖、快递等岗位的需求，同时直播电商的大火，也吸引着不少人

投身其中去尝试做网络主播，这些都在客观上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进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3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