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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风险、“青春饭焦虑”……

涉及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
职业痛点如何消除？

两会面对面

两会新华视点

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提升
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水平；加强家庭建设……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
案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未来和谐社会的新
图景。

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离不开法治的
倾情护航。8日提请审议的两高报告中，
“促进和谐家庭建设”“倾情守护未成年人
安全健康成长”等内容占据重要篇幅。

不断完善的法治，让妇女儿童的“护身
符”越来越多。面对侵害应该怎么维权？
代表委员“支招”了。

关键词一：对家暴“零容忍”

“ 家 暴 ”不 是 家 务 事 。 5 年 前 施 行 的
反 家 庭 暴 力 法 的 一 个 重 要 措 施 ，就 是 为
家 暴 受 害 者 提 供 了 人 身 安 全 保 护 令 的

“保护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0 年

人民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2169 份，探
索将家暴防治延伸到婚前、离婚后及精神
暴力等情形。多地法院完善反家暴联动机

制，筑牢妇女、儿童等群体免遭家庭暴力的
“隔离墙”。

眺 望 未 来 ，目 标 明 确 。 纲 要 草 案 提
出，要“严厉打击侵害妇女和女童人身权
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反家庭暴力法
实施力度”。

“反家暴法实施 5 年以来，在保护妇女
儿童权益方面取得不小成绩。”全国人大代
表、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办副
主任张晓庆表示，各地法院虽然已经陆续
运用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但总体来
看适用范围还较小，应当加强该制度实施
力度。

“家暴常常发生在隐秘的家门内，很难
被发现。”张晓庆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包括
公安、法院、街道社区等在内的联动机制，
及时发现家暴苗头、化解家庭矛盾、调解家
庭纠纷，更好地预防家暴事件发生。

“向家暴勇敢说‘不’！”主演了电视剧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冯远征呼吁，不要
让美丽的生命因为家暴而凋零，面对伤害
要选择“零容忍”。

关键词二：斩断伸向孩子的“魔爪”

近年来，一系列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
案件牵动人心。纲要草案明确，“严厉打击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从严

追诉性侵、虐待未成年人和拐卖儿童等犯
罪 5.7 万人；支持起诉、建议撤销监护人资
格 513 件……两高“成绩单”背后，流淌着
法治的温情。

侵 害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挑 战 法 律 和 社
会 伦 理 底 线 。 如 何 斩 断 伸 向 儿 童 的

“ 魔 爪 ”？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贾宇表示，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
类型、特点，浙江检察机关探索出了教职员
工入职前查询违法犯罪记录等经验，已被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

“制度的建立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检
察机关第一时间发现犯罪线索、固定客观
证据，有助于检察机关和有关部门及时开
展保护救助工作，避免未成年人受害者遭
受二次伤害。”贾宇说。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北 京 金 诚 同 达 律 师
事 务 所 创 始 合 伙 人 律 师 刘 红 宇 建 议 ，一
方 面 要 建 立 儿 童 性 侵 调 查 干 预 机 制 ，对
性 骚 扰 未 成 年 人 等 问 题 及 时 介 入 干 预 ；
另 一 方 面 ，要 将 相 关 课 程 纳 入 学 生 必 修
课 ，提 高 未 成 年 人 反 性 侵 的 意 识 和 能
力 ，对 未 成 年 人 的 家 长 也 要 强 化 相 关 学
习辅导。

关键词三：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一到假期，网络和广告牌上，以未成年
人为目标群体的广告就开始“洗脑轰炸”，
让人防不胜防。

“ 目 前 市 场 上 面 向 中 小 学 生 的 学 习
App 数量众多，不少都暗存不良信息、内
置游戏。此外，未成年人打赏网络主播等
问题频发，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公管学院教授马一
德说。

两 高 报 告 也 提 出 了 网 络 秩 序 综 合
整 治 、加 大 了 未 成 年 人 网 络 保 护 力 度 等
内 容 。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胡
旭晟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加大执法检
查力度，将不适宜面向学龄前儿童发布的
各类在线教育广告和“小学化”课程项目全
面下架，确保学龄前儿童按规律健康发育
成长。

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雷冬竹表示，近年来，从立法到司法层
面，相关部门加大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
力度，全社会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意识空
前提高，表明我们国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
程度都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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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快递小哥、外卖
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涉及约2亿灵活
就业劳动者撑起零工经济新业态。
这个庞大劳动者群体日益凸显的工
伤风险、“青春饭焦虑”等职业痛点，
成为两会热议话题之一。多位代表
委员提交了相关建议和提案。

■ 零工经济：稳就业
“缓冲器”“蓄水池”，从“公
司+员工”转向“平台+员工”
模式

“零工市场”“灵活就业”引人注目地出
现在今年两会的重要文件中。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各类劳动力
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广开就业
门路，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创造更多公平
就业机会；“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草案也提出，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
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

不同于传统就业模式，在数字经济时
代，灵活就业人群正日趋庞大。按人社部
等部门公布的数据，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
员规模达 2 亿人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
选择依托互联网的新就业形态。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马化腾提交了《加快推动新就业
形态发展、助力稳就业的建议》。他说，新
的就业形态除在电商物流、网络送餐、网约
车等生活服务领域外，还依托知识创意领

域和平台不断衍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等发布的

《中 国 灵 活 用 工 发 展 报 告（2021）》显 示 ，
2020 年 企 业 采 用 灵 活 用 工 同 比 增 长 逾
11%，达到 55.68%，有近 30%的企业表示稳
定或扩大使用规模。

马化腾表示，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
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和兼职性强等特
点，形成“蓄水池”与“缓冲器”作用，在劳动
力市场中与标准化就业相互补充。

民建山西省委副主委、山西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李志强代表说，随着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新技
术的应用，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发展速度
将进一步提升，释放更大新就业形态潜能。

值得注意的是，灵活就业改变了劳动
者与雇主之间的传统关系。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表示，劳动者从

“公司+员工”转向“平台+员工”模式，也由
此产生不少前所未有的利益矛盾。

■ 痛点：工伤、养老、
职业培训均难保障

部分代表委员与专家表示，对于灵活
就业人群的劳动权益保障，尚存在法律依
据不足、制度设计不完善等问题。

问题比较突出且频频引发社会舆情的
是工伤保险缺失。“灵活就业人员在遭受工
伤事故后，常常因为不能参加工伤保险而
无法享受相应待遇。”全国政协委员、天津
市滨海新区政协副主席蔡庆锋说。

去年底，某外卖平台一骑手在送餐途

中猝死，其家属在追究工伤保险责任由谁
承担时，被告知仅可以获得 2000 元人道主
义赔偿和 3 万元商业意外险赔偿。在社会
广泛关注下，该平台最终给予骑手家属 60
万元抚恤金。

在灵活用工模式下，用工企业与灵活
用工平台之间、灵活用工平台与工作人员
之间均为合作关系，不受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等规制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约束。

人社部的调研显示，在缺少工伤保险
的背景下，多数平台企业通过购买商业保
险实现其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但与
工伤保险相比，灵活从业人员购买的商业
险普遍附加值低、保障力度小。

还有部分灵活就业者由于没有缴纳养
老保险，只能趁年轻拼命挣钱。记者发现，
很多公司外卖骑手社保缺失。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政府和用工方要
帮助从业者解决只能吃“青春饭”问题，妥
善解决社保缴纳问题。

此外是劳动者可持续发展问题。李志
强说，现有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就业扶持
和服务保障体系主要面向传统行业，没有
充分覆盖到新就业形态从业者。

■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将加快推进，新业态劳动关
系规则要倾听弱者声音

政府工作报告和规划纲要草案均对相
关问题作出回应。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和规范发展

新 就 业 形 态,加 快 推 进 职 业 伤 害 保 障 试
点。继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
推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
限制。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加强劳动者权益
保障，健全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关系协调
机制，完善欠薪治理长效机制和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制度，探索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
劳动权益保障机制。

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提
案。

蔡庆锋在《关于建立灵活就业劳动者
职业伤害保险保障的提案》中建议，调整现
行工伤保险制度，从立法层面进一步规范
此类劳动关系，避免灵活就业人员在遭受
工伤事故后，无法享受相应待遇。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
上海市委主委高小玫在提交的大会书面发
言《规范平台用工，维护劳动者正当权益》
中建议，进一步规范平台用工合同，制订平
台用工专项法规，加强劳动监察，规范平台
管理，防止优势地位方滥用权利。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拓宽灵活就业群
体参与社会保障渠道，为就业困难群体提
供免费在线课程和就业指导服务，建设劳
动者终身学习的“数字学堂”等，以保障和
服务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身心健康和可持
续发展。要尽量减少互联网对劳动者“工
具性”的放大，增强对个人安全、尊严、可持
续发展的考量。

“新业态制定劳动关系的规则要倾听
弱者声音。”许光建认为，制度设计要兼顾
各方利益诉求，创造共赢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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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半边天”、呵护“少年的你”，未来我们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