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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万外卖骑手，已经形成了
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不过，
长期以来因劳动关系难认定、就业不
稳定等因素，此前平台基本不为骑手
缴纳社保。

“平台企业开始探索外卖骑手的社
保解决方案，可以说是为骑手的社保困
境‘破冰’，在推动维护骑手社保权益的
同时，也将有助于提高部分骑手的福利
水平和就业质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

根据美团试点方案，对当月收入
达到就业地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且近 6 个月有 3
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可享受参保
补贴。

2025年，泉州市和南通市灵活就
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最低月缴费基
数分别为 4433 元、4879 元，按照 20%
的缴费比例，每月应缴养老保险费分
别为 886.6 元、975.8 元。如果两地的
骑手自愿在当地参保，则分别可获得
美团发放的443.3元、487.9元补贴。

与美团不同，京东采取的是直接
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模式。“京东自
3月1日起逐步为全职外卖骑手缴纳
社保，目前已与超 1 万名全职骑手签
订劳动合同，社保费用全部由京东承

担，确保骑手到手收入不会因此减
少。”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曹鹏介绍。

杭州上城区的李化路，成为浙江首
位“转正”的京东全职骑手。“养老、医
疗、工伤等‘五险’是 1770 元，公积金
600 多元，加起来 2400 多元都是公司
缴。”李化路说，在朋友圈分享这一消息
后，已接到了数百位骑手的咨询电话，

“很多人都希望获得一份稳定保障”。
据平台数据，京东所属即时配送

平台达达秒送、美团以及饿了么的年
活跃骑手分别为约130万人、超745万
人、超400万人。饿了么此前表示，已
在部分城市试点支持外卖骑士缴纳社
保，并在持续加大对稳定骑手的专项
补贴力度和范围。

平台企业支持骑手缴纳社保
将带来哪些影响？

继京东3月起逐步为全职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后，4月3日，美团宣布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
两地城区启动试点，对符合条件的骑手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给予50%补贴。

这些举措将带来哪些影响？包括骑手在内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今年会有哪些新变化？

探索外卖骑手的社保解决方案

推动平台、骑手良性发展
为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近年来，

各城市已基本放开了外来劳动者参保
的户籍限制，对不完全符合确定建立
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允许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就业地自
行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
保险。但由于这部分缴费完全需个人
承担，且有些人没打算长期扎根同一
个城市，因此骑手参加的比例还不高。

按照美团的解释，试点采用补贴
方式，是为了更好适应骑手工作灵活
自由、过渡性强的特点，覆盖更多骑
手。

据记者了解，由于无时长单量限
制、无跑单类型限制，美团此次试点实
际上面向所有类型骑手开放。据试点

地区一名站长估算，从收入看，站内约
80%骑手符合享受补贴的条件。泉
州、南通两个试点区域覆盖超过2.2万
名外卖骑手，后续美团将逐渐推广至
全国，覆盖骑手预计超百万人。

专家表示，平台无论是给长期稳
定的骑手直接缴纳“五险一金”，还是
采用补贴方式间接支持骑手参保，都
是为骑手注入一剂“强心剂”，在保障
这一群体基本权益的同时，有助于提
高其职业认同感和安全感。

“有了社保，跑单也成正经工作，
心里踏实”“生病再不用硬扛，过日子
更 有 底 气 了 ”“ 在 城 市 更 有 奔 头
了”……记者注意到，受平台支持社保
举措的鼓舞，近期不少骑手通过视频

或者留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期待。
“社保不只是生活保障，更关系到

新就业群体的身份认同。这一转变，
能为企业带来诸多长期收益，比如稳
定骑手队伍、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黏
性等。企业肯定会增加成本投入，但
更要看到全面收益。”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
刚表示。

从几大外卖平台的情况看，骑手
的流动性非常大，大部分是兼职，真正
把跑单作为一份长期职业的并不多。
随着业务扩大和更激烈的竞争，稳定
运力对平台更为重要。加强福利保障
鼓励更多骑手长期稳定就业，有助于
企业提高竞争力、实现良性发展。

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加快完善
这一探索实则酝酿相当长一段时

间，包含了种种现实考量和长远目
标。其中除了企业自身发展所需，也
与政策倡导要求息息相关。

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在内
的新就业形态人员数量近年来大幅增
加，全国已经有8400万人。对于他们
在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的新情况新问
题，国家通过多种举措深化改革、完善
制度，加快补齐这部分劳动者权益保
障的短板。

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

见》提出“推动用人单位及职工依法参
加社会保险”“推动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住房公积金向职业劳动者广覆
盖”，到10部门印发意见要求“推动农
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过
去一年来，一系列新部署接连推出，相
关部门积极探索，不断加大政策力度。

对骑手权益保障问题，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近日明确，将适应就业方
式的变化，研究完善参保缴费办法，将
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
形态人员纳入企业职工社保制度，享
有更高水平保障。

作为“新型工伤保险”的新就业形
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今年也将扩大
试点范围。

“快递、外卖、网约车司机等平台
从业人员参加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
害保障的人数已超过 1000 万人。在
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通过完善
费率等政策，从扩容省份、新增企业、
拓宽行业等方面稳妥有序扩大试点范
围。我们准备将试点省份由7个增加
到17个，并逐步推动在全国实施。”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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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讲座带货？
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
不要轻信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胡强强日
前提示，经常在线上社交平台或线下举办
的所谓“健康讲座”“知识分享”等，过程中
掺杂商品介绍和推销，或者引导公众添加
私信、加入群聊咨询的，通常是伪科普、真
带货，大家不要轻信。

胡强强表示，如果发现健康科普方面
的谣言或错误信息，公众可以登录国家卫
生健康委官方网站的辟谣平台进行举报
或查证。

据了解，针对互联网上一些健康科普
的乱象，国家卫生健康委一方面加强辟谣，
另一方面通过“时令节气与健康”系列新闻
发布会、国家健康科普资源库新媒体账号
等渠道，持续加强优质健康科普供给。

科学春练避误区
循序渐进强体魄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春季气温回
暖，人们健身热情高涨。专家提醒，春季
科学运动需遵循“适度、多样、渐进、防护”
原则，避免盲目锻炼导致损伤。

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潘琦指
出，春季运动需破除“大汗淋漓才有效”的
认知偏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
动即可达到锻炼效果，快走、骑行或传统
养生操均适宜。

针对都市人群时间碎片化特点，潘琦
建议将运动融入生活场景，比如提前一站
下车步行，办公间隙靠墙静蹲，周末放风
筝、踏青等户外活动。八段锦、太极拳等
兼具平衡柔韧训练的传统项目也是不错
的选择，适应春季万物生发规律。

运动防护方面，热身环节尤为重要。
潘琦说，运动前要有身体的预热期，同时
从短时程运动开始，慢慢适应了再循序渐
进增加运动量。运动过程中，要注意强度
适宜，达到微微出汗，肌肉有一点酸胀感
觉即可。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头痛、心
悸等症状，要停下来休息，若症状不缓解
或持续加重，要及时就医。此外，运动结
束后要做拉伸运动，缓解紧张的肌肉。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
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主任徐建方特
别提醒，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应根据自
身状况选择运动方式。例如，心血管疾病
患者要避免在低温环境下运动；高血压患
者应避免需要憋气用力的运动；糖尿病患
者要避免空腹锻炼，最好在餐后90分钟至
120分钟进行运动。

专家强调，运动是长期健康投资，不
必追求“立竿见影”。把握春季生长契机，
科学锻炼配合充足睡眠、均衡饮食，方能
实现“治未病”的养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