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促进新就业。近年来，

共享经济领域的就业保持了较快

增长，共享经济在稳定就业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外卖骑

手作为“互联网+服务业”和“智

能+物流”的关键环节，在城市生

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9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

总数达到398.7万人，比2018年增

长23.3%。2020年3月，国家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与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包括

网约配送员在内的16个新职业，意

味着外卖骑手有了职业名称——

“网约配送员” 。

外卖骑手奔波在城市的大街

小巷，争分夺秒追量赶时，导致意

外事故频发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高度关注。一些城市的交通管

理部门出台了针对外卖骑手的多

种管理措施。2019年年底，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即

时配送(外卖)行业交通安全守法承

诺活动，督促外卖企业落实交通安

全主体责任，引导配送人员安全文

明配送。这些措施对于规范外卖骑

手交通行为，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外卖骑手

的违法骑行行为及交通事故仍频

繁发生。因此，从微观视角了解外

卖骑手的风险感知状态、交通事故

发生原因及其职业风险保障需求

十分必要，有利于减少外卖骑手的

职业伤害事故，完善职业伤害保障

体系。

2019年12月，浙江大学新经济

从业人员风险保障研究课题组以

杭州外卖骑手为对象开展了问卷

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一是外卖骑手的基本情况及交

通事故发生情况，二是外卖骑手对

风险的认识及保障需求，三是外卖

骑手应对意外事故的措施。本次调

查采用基于网络的被访者推荐抽

样方式，共回收问卷110份，其中有

效问卷108份。同时，课题组也通

过面对面的方式对外卖骑手进行

了深入访谈。

本研究被调查的外卖骑手

分布在杭州各区，承担了“美

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的配送

服务，包括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

外卖配送需要长时间在户外奔波，

对体力要求较高。根据调查，杭州

市外卖骑手以男性为主，占95%以

上；七成以上的骑手年龄在25-35

岁之间，年龄最小的骑手19岁，年

龄最大的骑手44岁。同时，外卖配

送具有入行门槛低、工作时间自

由、多劳多得、即时提现的特点，

这成为很多农村青年在城市务工

的一个较理想选择。70%以上的被

调查外卖骑手来自外地农村。从受

外卖骑手的意外伤害、
风险感知及保障需求
—基于杭州的调查

 文·施红 何文炯 马高明

交通意外事故风险是外卖骑手面临的主要职业伤害风险。调查发现：一方面外卖骑手认为自身的交通

事故风险很高，采取了一些市场化的保障措施，如投保商业意外伤害保险来应对意外事故。但另一方面外卖

骑手常常违规骑行，用自己的行为让“外卖配送”成为了一个高风险职业。探究看似不合逻辑的行为背后，本

文认为对多跑单、多赚钱的期待客观上使得外卖骑手的风险暴露时间长，面临较高的职业伤害风险。同时，

平台的工资制度和工作管理规定也是外卖骑手追求速度而忽视意外事故风险的重要诱因。

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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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看，80%的骑手文化程度

为初中和高中，12%的骑手为大学

（含大专），个别骑手接受过研究

生教育。在所有被调查骑手中，六

成以上骑手的前一份工作是在工

厂或公司上班。本次调查反映出的

外卖骑手特征与美团研究院的报

告基本一致，表明调查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

外卖骑手的交通事故状况

目前，我国部分城市公布了外

卖骑手交通事故的发生情况。如上

海市2019年上半年平均每天发生

1.8起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各类

道路交通事故，平均每天伤亡1.8

人。外卖骑手成为城市道路交通事

故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不少外卖

骑手为了节约时间，对于微小事故

往往采用“私了”及现金赔偿的方

式。因此，外卖骑手实际发生交通

意外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

本研究调查发现，48%的骑手

在送单时发生过交通意外事故。其

中，29%的骑手发生过1次交通意

外事故，10%的骑手发生过2次交

通事故，9%的骑手甚至发生过3次

及以上交通事故。尽管多数骑手的

交通意外事故为轻微伤，但是也有

发生重大人身伤害需住院治疗的

情况。

通过访谈了解，天气状况恶

劣、违法骑行、分心骑行是外卖骑

手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恶劣

的天气状况，如下雪、暴雨天气导

致地面湿滑，外卖骑手骑行助动车

容易摔倒。夜间送餐时骑手常发

生因视线不佳而摔倒、磕碰的小事

故。除恶劣气候、夜间配送等客观

不利因素外，骑手自身分心骑行、

违法骑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另一

类重要原因。骑手在配送外卖过程

中，经常频繁使用手机，如查看骑

行线路或争抢新的外送单等，增加

了配送过程中的意外风险。不少骑

手为了赶时间及时交单，或为了更

多送单，在送单过程中不遵守交通

规则，闯红灯、逆向行驶、占用机

动车道、超速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十分常见。

外卖骑手的风险感知及自我

保障

一、骑手对意外事故的风

险感知

外卖骑手的高风险骑行行为

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交通事故

的风险吗？调查发现，在全部被调

查者中，79%的骑手认为自己面临

的交通事故风险比较大或非常大。

其中，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被调查

者中77%的骑手认为交通事故风险

比较大或非常大，发生过交通事故

的被调查者中81%的骑手认为交通

事故风险比较大或非常大，高于全

部被调查者的比例。这表明，外卖

骑手对于自己面临的交通事故风

险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本调查进一步通过外卖骑手

对养老、医疗、失业、意外、生育

等风险相对严重程度的排序发现，

有31%的骑手认为意外伤害事故风

险是其所面临的各类风险中最严

重的风险。多数被调查的杭州外卖

骑手仅从事外卖配送工作，没有其

他的兼职。从骑手的婚姻状态看，

60%的骑手已经结婚，并且多数骑

手的配偶没有工作或者打零工，收

入较低。外卖骑手是其家庭经济收

入的重要支柱，经济压力大，一旦

发生意外事故无法送单，外卖骑手

及其家庭很可能陷入经济困顿。因

此，意外事故风险特别是交通事故

风险成为外卖骑手最担心的风险。

疾病风险是外卖骑手担心的第二

位风险。调查显示，24%的骑手将

疾病风险作为第二严重的风险。从

访谈来看，尽管骑手大多在农村老

家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但他们担心重大

疾病的风险。失业风险是外卖骑手

担心的第三位风险。由于门槛低，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外卖配送行列。

调查显示，有54.8%的骑手认为外

卖单子不足的风险非常大或比较

大。同时，有32%的外卖骑手感受

到了工作被机器人替代的威胁。尽

管当前机器人配送尚处于研发试

行阶段，但是他们认为将来“机器

人配送将来会取代自己的工作”。

相对来看，外卖骑手对养老风险和

生育风险没有太多担心。

可见，多数外卖骑手不仅认

为交通意外事故风险很大，而且是

当前他们面临的最主要风险。

二、骑手对意外风险的自

我保障

骑手们对意外事故风险严重

调研报告
RESEARC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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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认识，促使他们采取了一些风

险保障措施。调查发现，有70%的

被调查者购买了众包骑手意外伤

害保险。

平台企业在专属APP上开通

了投保众包骑手意外险的渠道，推

荐众包骑手投保，并提供关于保险

保障内容、如何投保、如何索赔等

学习材料，要求骑手按时学习。调

查发现，多数骑手通过平台资料的

学习，对众包骑手意外险的保障风

险、保险金额以及理赔申请等具有

较好的了解。由于在投保选择上，

APP默认设置为“只要骑手不明

确表示反对，则自动购买保险”。

因此，骑手每天在接受第一单外卖

派送时就会自动购买当天的众包

骑手意外险。保险的保费为每天3

元，保障时间从首单接单时开始到

次日凌晨约定的时间结束，如凌晨

一点。众包骑手意外伤害保险的

保障内容包括：意外事故导致的死

亡、伤残，意外事故导致的医疗费

用、住院津贴以及猝死。从调查来

看，76%的骑手认为买保险划算，

77%的骑手愿意每天再多出几元

钱，提高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额。因

此，众包骑手意外险是骑手应对外

卖派送过程中意外事故风险的最

主要措施。

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获得意

外事故保障的途径有所不同。专送

骑手在发生意外事故后，平台企业

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如保障治疗期

间的基本工资，但是对众包骑手则

没有类似的待遇保障。

外卖骑手“高风险骑行”行

为的原因探究

至此，可以发现：一方面外

卖骑手认为自己的工作面临很高

的交通意外事故风险，并通过购

买商业意外伤害保险为自己提供

保障；另一方面，外卖骑手违法骑

行，用自己的行为让“外卖配送”

成为了一个高风险职业，加剧了自

身面临的意外事故风险。到底是

什么原因导致外卖骑手出现在交

通事故风险方面看似不合逻辑的

行为呢？

首先，个人（或家庭）的经济

压力促使外卖骑手多跑单、多赚

钱。超长的工作时间使得外卖骑手

更多地暴露在意外事故风险中，发

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调

查发现，90%以上的骑手认为当前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收入。

相较全国来看，杭州外卖骑手的

收入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1%

以上杭州被调查骑手每月收入在

5000元以上。其中，有40%的骑手

收入在8001-10000元之间，9%的

骑手收入超过1万元。美团报告显

示，从全国来看，2018年三成骑手

收入在5000元以上。相对更高的收

入往往也是吸引外卖骑手离开工

厂或公司，从事外卖配送工作的重

要原因。

然而，外卖骑手的较高收入

是以高强度的工作为代价的。调查

发现，杭州外卖骑手的工作强度很

大。从每日工作时长看，杭州骑手

近3个月每天平均工作时间普遍比

较长。52%的骑手每天工作时间在

6-8小时（相当于雇佣关系下的正

常工作时长），18%的骑手工作时

间在8-10小时，4%的骑手每天工

作时长甚至超过10小时。根据美团

报告，从全国来看，52%的骑手工

作在4小时以下，39%的骑手工作

时长在4-8小时，8小时以上的占

9%。从接单量看，杭州被调查骑

手平均每天的接单量普遍较多。

25%的骑手每天平均接单量在40

单以下，70%的骑手每天接单量在

40-60（含）单,5%的骑手每天接

单量在60单以上。从每月休息天数

看，杭州被调查骑手每月的休息天

数很少。16%的骑手每月风雨无阻

天天送外卖，没有一天休息。休息

1-2天的骑手占1/3，45%的骑手休

息3-4天，休息5天及以上的骑手

比例很少，只占6%。

其次，平台的工资制度客观上

对外卖骑手“一路狂奔”、忽视事

故风险的骑行行为“推波助澜”。

速度是平台的立命之本，也是外

卖行业提升用户体验的重要途径

之一。为此，外卖平台建立了多劳

多得的薪酬体系和严格的考核制

度。多劳多得的薪酬体系激励外卖

骑手尽可能多送单。但是，外卖骑

手一旦被顾客打差评，就要面临罚

款。其中，准时与否是决定顾客好

评还是差评的重要因素。平台对不

及时派单的惩罚使得外卖骑手的

工资制度实质上成为以速度为前

提条件的“限时计件工资制”。外

卖骑手以男性青壮年为主体，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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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追求速度提供了身体保障。延

迟交单的“一票否决”功能也让外

卖骑手不得不在交通违法成本和

收入损失之间进行权衡。很多外卖

骑手认为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

行为被处罚的可能性很低。即使由

于交通违法行为被处罚，交警部门

的罚款额度也较小。因此，在平台

对不及时送单的惩罚成本高于违

法骑行成本的情况下，外卖骑手会

极尽所能尽快配送。

再者，平台规定的派送时间

不合理也是导致外卖骑手违法骑

行的一个重要诱因。本调查询问了

外卖骑手“平台规定的派送时间是

否合理”。有24%的被调查骑手认

为“合理，时间宽裕”，67%的骑

手认为“不合理，时间有点紧”，

还有9%的骑手认为“很不合理，时

间太紧”。这表明，平台规定的派

送时间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在访

谈中，有骑手也表示有时候平台规

定的时间并不紧张，但由于商家出

餐慢、一次派送多个单子等原因，

导致路上派送的时间短，不得不急

忙赶路。此外，外卖骑手的不良交

通行为习惯和对事故心存侥幸等

也是导致外卖骑手违法骑行行为

高发的一个原因。

因此，外卖骑手对多跑单、多

赚钱的期待客观上使得外卖骑手

的风险暴露时间长，面临较高的职

业伤害风险。同时，平台的工资制

度和工作管理规定是外卖骑手追

求速度而忽视意外事故风险的重

要诱因。在收入和风险的两端，多

数外卖骑手选择了收入。

外卖骑手的职业风险保障需求

外卖骑手已经正式成为一个

新的职业。降低外卖骑手的职业风

险既是骑手的迫切需要，也是平台

努力的方向。当前，速度意味着收

入，也蕴含着风险。收入与风险成

为速度硬币的两面。在速度将始终

是平台企业、外卖行业竞争的核心

和人民对美好便捷生活的现实追

求的背景下，平台企业应通过依赖

科技而非人力提高速度，依靠科技

创新确定合理的派送时间、派送路

线和分配单子，采取将外卖骑手的

收入与速度适度松绑等措施来降

低职业风险。

同时，外卖骑手也希望在意

外事故发生后能够获得更多的保

障。调查显示，多数众包骑手非常

希望发生意外事故后平台能够承

担一定的责任。为了解外卖骑手

对与平台关系的理解，本次调查专

门询问了他们“如何看待骑手这

份工作”。结果显示，25%的骑手

认为“自己是个体户”，60%的骑

手认为“给平台打工”，也有10%

的骑手认为是“自己创业”，还有

5%的骑手选择了“其他”。可见，

尽管被调查骑手对与平台的关系

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多数骑手心

中，在平台从事外卖骑手工作与在

工厂打工是一样的。同时，本研究

调查询问了外卖骑手“是否觉得

有必要与平台或站点签订劳动合

同”，结果显示，16%的骑手认为

非常没必要或比较没必要，18%的

骑手表示无所谓，29%的骑手认为

比较有必要，37%的骑手认为非常

有必要。也就是说，有66%的骑手

认为与平台或站点建立劳动关系

比较有必要或非常有必要。由于很

多骑手的前一份工作是在工厂或

公司打工，他们对于基本的社会

保险，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主要是原新农合）、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有一定的

了解。除了迫切希望提高收入外，

56%的骑手希望能够参加社会保

险。因此，从外卖骑手的需求看，

与企业平台建立劳动关系，纳入工

伤保险保障体系或获得类似工伤

保险的保障是多数外卖骑手的迫

切要求。

然而，骑手与平台的关系仍

是当前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尚未形

成统一认识的一个重大问题。不

少平台主张其仅提供信息技术服

务，与骑手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

系或劳务关系。可见，多数骑手对

与平台关系的理解和平台对与骑

手关系的主张存在明显分歧。这

种认识上的分歧成为导致多数外

卖骑手缺乏职业保障，暴露在各

类风险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面

对外卖骑手用工呈现出的空间分

离、时间降解、关系分化等特点，

是否有可能将外卖骑手纳入工伤

保险值得深入探讨。

施红 何文炯 马高明：浙江大学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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