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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快递员、货车司机、网
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再次进入超长“待机”状
态，他们的相关劳动权益问题也备受关注。

根据平台企业的薪酬设计规则，无论是快递员、
外卖员的计件制，网络主播的时薪制，还是网约车司
机的在线时长与派单质量绑定，收入水平都高度依
赖工作时长，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得不超时工
作。

当现有的工时制度和劳动定额标准，受到新业态
用工方式的冲击，从业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工人日
报》记者对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超长“待机”，少有休息
“没回信就是在直播。”广州带货主播罗阳（化名）

在自己的微信名上这样备注。2020年正式入行后，
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罗阳开始奔波在不同的电商平
台、商家之间。“这场直播结束了，得立马赶下一场直
播，不是在直播，就是在去直播的路上。”他给记者发
来的直播安排上显示，几乎每天都有2～3场直播。

通常，晚饭后、睡觉前是直播观看人数最多的时
段，因此，晚上12点是罗阳正常的下班时间，有时也
会凌晨2点才下播。赶上“双十一”这样的购物节，每
天要连播3场，每场直播3～4个小时。

直播时要始终保持情绪饱满的状态，下班后的罗
阳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句话也不想再多说。

和罗阳一样，合肥网约车司机陈广（化名）每天收
车后也身心俱疲。从早上6点出车一直到晚上八九
点收车，他的一天几乎都在车里度过。入行半年多，
他很少休息。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此前发布的《2021 年中
国一线城市出行平台调研报告》显示，大部分网约车
司机都在高负荷运转，日均工作时间为11.05小时，其
中 ，49.21% 的 网 约 车 司 机 每 日 出 车 8～12 小 时 ，
27.38%的司机每日工作12～16小时，74.76%的司机一
周出车 7 天。

尽管各平台有防止司机疲劳驾驶的强制措施，然
而，对大部分司机来说，每4小时强制休息的20 分钟
无法真的休息，只能在路上空跑，有的司机甚至会换
个平台继续接单。

收入灵活，依赖时长
罗阳没有与直播机构签约，工作相对自主灵活，

同时也意味着无底薪、赚时薪，时薪100元～200元不
等。即使成交额很高，主播也很少能拿到额外的提
成，只能通过拉长时间增加收益。

记者采访发现，不同的新业态行业虽用工模式不
同，但多数从业者收入以计件为主。

记者以应聘外卖骑手为由咨询了一家位于合肥
市蜀山区的配送站点，负责人表示，基础单价每单5
元，入职满3个月，每月出勤28天且跑够1000单，可
拿到6.8元/单的最高单价。

在该站点业绩靠前的专送骑手小刘月入近万元，
与之对应的是每天上线十几个小时，最多的一个月，
他跑了近1800单。

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说，更多的时候，他们
“想停也不能停下来”。

前述《报告》指出，有司机表示：“如果不出车分会
掉，分掉了就会影响接单，因而需要每天都跑。”这种
现象也得到了陈广的印证：每天要保证上线至少10
小时，活跃值越高，派的单就越多越好，“感觉被在线
时长‘困’住了”。

“如果不多跑，可能连租车费都挣不回来。”陈广每
天租车费用125元，每单抽成比例18%～30%不等，到手
后所剩无多。“单价太低，一口价的单只能挣个起步费。”
为此，他注册了多个平台，哪个价格合适就跑哪个。

而对罗阳来说，一旦停下来，可能就意味着被行
业抛下。

“一个同行休息了10天，回来后发现，之前合作
的品牌已经找到了新主播。”罗阳感觉到直播行业越
来越“卷”，不断有新人涌入，时薪也在“缩水”。

针对性探索工时规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执行院长、教授肖竹表

示，新业态用工形式灵活多样，部分从业人员与平台或
相关方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但更多属于“不完
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以及“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的情形，这两类用工方式目
前尚未建立明确的工时保护规则，整体处于失范状态。

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敏指出，2021 年 7
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出介
于两者之间的“不完全劳动关系”。他建议，相关立法
要针对“不完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和相关劳动
基准等进行明确。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有别于传统的“企业+雇员”模
式，劳动者通过平台自主接单承接工作任务并获得报
酬，劳动用工任务化、计件制更具有普遍性，对传统工时
和劳动定额的制度逻辑产生了强大冲击，需针对数字时
代和新业态用工，设计具有适应性的工时规范制度。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
则认为，考虑到从业者多平台就业的特性，应探索基
于经济从属性的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在从业者灵活
就业总时长无法直接控制的前提下，大型平台可以通
过任务连续性和总量的控制来限制劳动机会，防止过
度劳动。当从业者达到任务计量基准时，平台应停止
派单，否则要承担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责任。

如何根据新业态不同行业、职业的特点，建立针
对性的工时规范？

“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提高劳动者单位时间的报
酬收入，以符合劳动者基本工作收入预期目标，减少
收入水平对工作时间的过分依赖。对于网络主播等
单一工作场所的单一工作形式的工时规制，则应从劳
动者身体健康和职业安全的角度保护其休息权，对其
最长工作时间建立强制性规范规则。”肖竹说。

记者 陈华 唐姝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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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平台企业的薪酬设计规则，无论是快递员、外卖员的计件制，网络主播的时薪制，还是网约车司机的在线时长
与派单质量绑定，收入水平都高度依赖工作时长，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得不超时工作。受访专家建议，应探索建
立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时规范，防止过度劳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职业安全。

“×××电话手表，能打电话的手表！无论你在
哪里，一个电话马上找到你！”最近几年，这样的广告
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家长群体视野之内。在各路
厂商的大力营销下，具备电话、上网、远程监控等多种
功能的儿童智能手表，似乎正在从少数家庭才会买给
孩子的“奢侈品”，变成中小学生校园生活的“必需
品”。校园之内，功能更丰富、外形更时尚的智能手
表，很容易成为小朋友们追捧的对象。校园之外，不
少家长对此也极为上心，想方设法为孩子挑选具有更
多“亲子联络功能”的智能手表。

然而，近日有数据显示，许多消费者对儿童智能
手表的质量并不满意。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近一半消费者对儿童智
能手表质量给出负面评价。其中，有超两成消费者遇

到定位不准问题，超四成消费者表示所购产品信号不
稳定，通话质量差，近三成消费者认为儿童智能手表
内容的复杂性容易影响孩子心智健康。质量问题之
外，消费者对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也是十分担忧。

任何一类商品、任何一个品牌，要取得消费市场
的信任，都必须解决好质量问题。厂商在营销领域投
入再大，如果不能让质量跟上宣传，都难免让消费者
产生“货不对板”的不良印象。家长为孩子购买儿童
智能手表，首要需求就是与孩子联系，并取得孩子的
实时定位。因此，定位不准、通话质量差等问题，对这
一商品类型而言可谓致命缺陷。如果一块儿童智能
手表，连核心功能都实现不好，无异于给阉割版的手
机原件套了个“表壳”。这样的商品设计，既不关心作
为使用者的儿童，也不尊重作为消费者的家长，迟早
会在日趋严格的行业监管之下受到淘汰。

质量问题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儿童智能手表这
个“新生事物”，社会的疑虑与担忧却不局限在质量问
题上。在网络舆论场上，质量相对较好、销量相对较
高的一流儿童智能手表品牌，反而更容易引起争议。
这些品牌推出的手表，往往“功能强大”“时髦值高”，
让孩子和家长都觉得买了“倍儿有面子”。然而，孩子
在使用手表时，某些功能却不免让人感到不太舒服。

还是以江苏消保委的报告为例：不少消费者认为
“儿童智能手表内容的复杂性”会影响孩子心智健康，
这说明：社会并不认为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多多益
善”。相对于普通手表，智能手表最大的特点就是加
入了通话定位功能，给儿童加了一份安全保障，而与

普通手机相比，智能手表的卖点则在于不会让儿童过
于自由地接触游戏、上网等容易使其在学习中分心的
功能。过度强调儿童手表的功能性，尤其是社交、娱
乐功能，很容易使其“手机化”，一方面会对自制力不
强的孩子形成诱惑，另一方面也容易激起学生的攀比
心，乃至造成基于手表品牌、档次的“社交分化”。

会受到儿童智能手表某些功能“诱惑”的不仅是
孩子，还可能是家长。某些儿童智能手表的“家长监
控”功能过于强大，也会给家庭教育造成负面影响。
此前，有博主专门发布视频，曝光了当代儿童智能手
表惊人的“监控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具体而言，一些儿童智能手表型号可以在孩子完
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限时、不限次地将孩子身边的
声音“转播”给远方的家长。家长固然有了解、教育、
管理孩子的权责，但少年儿童也应有自己的隐私空
间，如此才能健康成长。家长如果不加节制地对孩子
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的“监控”，很可能使家庭关系变
得紧张。更何况，这些隐私信息经由儿童智能手表处
理，还有潜在的外泄风险，更加令人担心。

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等部门联合举行暑期未成
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未成年人使用频率
高的学习类App、电商、儿童智能设备等平台，集中解
决涉未成年人问题乱象。儿童智能手表正是“儿童智
能设备”中的一类。对于这一产业，社会还应高度关
注其对儿童权益、儿童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引导
其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

杨鑫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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