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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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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将灵活用工界定为雇佣组织以标准雇佣之外的方式进行人力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包括劳务
派遣、外包、非全日制用工等形式；人口红利的削减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叠加经济下行压力，
企业出于降低用工成本和提升组织灵活性的目的，更加倾向于采用灵活用工。

在外包和劳务派遣口径下，2021年我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达到8944亿元，预计2022年将突破万亿。
• 用人单位：降成本是现阶段企业使用灵活用工的首要目的，传统服务业使用灵活用工的比例更高，

处于稳定发展期、扩张期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更普遍。
• 劳动者：灵活弹性的工作时间是劳动者从事灵活就业的主要原因，在从业痛点上，蓝领群体的痛

点集中在低薪和欠薪，白领群体的主要问题则突出表现为缺乏学习提升和职业发展机会。
• 灵活用工服务商：大甲方和支付机构正加紧布局灵活用工业务，服务商加强合规管理体系和风控

体系的建设。

• 法律：法律难以适用于目前应用越来越广泛的灵活用工现象，劳动合同纠纷及社会保险纠纷为主
要纠纷案由。

• 政策：政策为影响行业发展的第一短周期变量，趋势向好但具体风向较为模糊。
• 服务商：用工周期缩短，服务商核心能力及SaaS逻辑需进行改变。
• 劳动者：劳动者保障机制以社保为中心，确实全方位的保障。

• 政策端：以相关法条的完善为主要趋势，不完全劳动关系将会给行业更多的自由度。
• 服务商：新业态的出现带来新的业务场景，引领服务商数字化新趋势。基本业务仍然为服务商的

主要发力方向。

• 深耕vs.多元化：相关法条逐渐完善，灵活用工基本业务将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 环境及入局门槛：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总体友好，行业入局门槛较低。
• 细分领域：行业发展迅速，垂类行业发展机会巨大。
• 基础岗位vs.中高级岗位：灵活用工适用于交易成本较低的基础岗位以及交易成本较高的高级岗

位，中级岗位灵活用工空间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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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的概念界定
雇佣组织以标准雇佣之外的方式进行人力资源配置的方式
“灵活用工”强调雇主的用工状态，从劳动法学的角度界定，灵活用工是标准雇佣之外的用工形式，标准雇佣关系是指全

日制、无固定期限，并且构成雇主与雇员从属关系一部分的雇佣形式。相应地，灵活用工即用人单位以标准雇佣之外的方

式，与劳动者构成非标准劳动关系或非劳动关系。在灵活用工的具体实践方式上，包括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短期用

工、 业务外包、 人力资源外包、众包、 依附性自雇等。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非标准就业：理解挑战，塑造未来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非标准就业

临时性就业

固定期限合同，包括基于项目或任务的合同：
季节工作；零工，包括日结工资的工作。

固定期限

非全日制和待命工作

正常工时少于相应的全日制工作；最低限度的
非全日制工作；待命工作，包括零工时合同

非全日制

多方雇佣关系

也被称为“劳务派遣”、“经纪”和“劳动雇
佣”。临时介绍所工作；分包劳动。

未与终端用户建立直接从属关
系

隐蔽性雇佣/依赖性自雇就业

隐蔽性雇佣、依赖性自雇就业、假性
或错误分类的自雇就业

不构成雇佣关系

四种非标准雇佣类型

灵活用工形式 内涵 适用法律

劳务派遣
由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员工订立劳动合同, 

把劳动者派往其他用工单位
劳动法、劳动

合同法

人力资源外包/岗位
外包

发包单位将部分业务委托给人力资源外包
公司，人力资源外包公司根据业务流程、
岗位职责招聘及培训人员, 并由这些员工向

发包单位提供服务、 完成业务

劳动法、劳动
合同法

业务外包
企业将一些非核心的、 辅助性的功能或业

务外包给外部的专业化机构
合同法、民法

短期用工（兼职、
实习、日结、零工

等）

指劳动者向用工单位/ 平台提供劳务、以完
成一定工作任务为目标

民法、合同法
及其他民事法

律

依附性自雇
劳动者以个体工商户身份与用工单位/平台

建立业务合作关系

非全日制用工
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
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累计

不超过24小时

众包
用人单位将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

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

灵活用工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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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行业发展驱动力-政策
多项政策发布为灵活就业和灵活用工提供支持和引导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密集发布政策意见，引导企业采取灵活用工等模式，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并逐步完善灵活就业社会

保障政策，放开户籍地限制，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维护灵活就业人员劳动保障权益。在人力资源行业发展方面，也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支持和引导行业朝着更高质量、更规范的方向发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法律法规

2013.7修正--《劳动合同法》

• 明确了劳务派遣的概念，明确了劳务派遣工享有与用

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

2015.4修正--《就业促进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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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意见

2020.1--《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 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推动医药研发、

设计、业务运营服务等重点领域发展
2020.7--《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
意见》
• 引导有需求的企业开展“共享用工”，通过用工余缺调剂提

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2020.7--《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 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增加非全日

制工作机会
2022.7--《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
• 强化零工快速对接服务，建立零工“即时快招”服务模式，

促进供需匹配对接

2021.3--《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

• 推进平台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

供就业和社保线上服务

2021.7--《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

• 对用工灵活、流动性大的基层快递网点，可统筹按照地区

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或营业额比例计算

缴纳工伤保险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

2022.7--《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

• 强化就业创业培训服务，健全培训项目和培训政策推介服

务，引导零工人员参加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和新职业技

能培训，组织有创业意愿的参加创业培训

保障措施

20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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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劳务派遣和人力资源外

包业务

2021.6--《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 加快建设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推动人

力资源服务创新发展。严厉打击就业歧视、非法职介等

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行业发展政策

灵活用工行业相关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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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行业发展驱动力-经济
经济承压，企业生存压力加大，催生灵活用工需求
2021年10月以来我国当月亏损的规上企业数量不断攀升，2022年7月亏损企业累计亏损额同比增长48.5%，在宏观不确

定性提升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多困难，为了节约用工成本和提升业务灵活性，更倾向于选择灵

活用工这种更富有弹性的人才组织形式，以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注释：2012年起，国家统计局对部分月报（如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工业经济效益等数据）
不单独开展1月份统计数据的调查，1-2月份数据一起调查，一起发布。
来源：国家统计局。

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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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022年7月中国规上工业

企业累计亏损总额与当月亏损数量

规模以上企业亏损数量(个) 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累计值(亿元)

亏损数量同比增减(%) 亏损总额同比增长(%)

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
PMI高于50%时，反映非制造业/整体经济扩张；低于50%，
则反映非制造业/整体经济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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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行业发展驱动力-产业

2021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36881亿元，共享经济发展催生出大量新就业形态，这些具有较高包容性和灵活性的

新就业创造大量灵活就业岗位。由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更愿意拥抱灵活用工形式，得以“双向奔赴”，推动灵活用工的

快速发展。

来源：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 来源：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

20772

29420

32828
33773

36881

41.63% 11.58% 2.88%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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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1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

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亿元） 增速（%）

生活服务

46.4%

生产能力

33.5%

知识技能

12.3%

交通出行

6.4%

共享办公

0.6% 共享住宿

0.4%
共享医疗

0.4%

2021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结构

2020年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
约为8.3亿人

共享经济催生新就业形态，驱使灵活用工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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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行业发展驱动力-人口
招聘贵，招聘难，倒逼企业灵活用工
2016-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则从10.8%上升至13.5%，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从10.1

亿人降至9.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2.5%降至68.6%，人口红利逐渐衰减，一方面导致招聘贵——劳动力成本节节攀

升，2019年社保入税，更是加重了企业全职用工的成本负但；另一方面，招聘难——劳动力供需不平衡带来的结构性就

业矛盾愈发突出，企业出于招聘效率和用工成本的考量更倾向于采用灵活用工。

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释：CIER指数是用来反映就业市场景气程度的指标，其计算方法是：CIER指数=市场
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智联招聘 各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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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和指数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上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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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R指数>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招
聘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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