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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谢晓峰

众包外卖骑手，农民工权益问题探索者。
从事外卖行业三年，致力于推动建立骑手自组织，开辟发声渠道，
提升群体权益。
目前在学习短视频制作，希望通过新兴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探索
适合中国国情的骑手团结与维权方式。



骑手面临的主要问题

1. 逐年降低的工资收入
2. 不断逃避的劳动关系
3. 代价惨痛的工伤问题
4. 残酷严苛的处罚制度
5. 长期缺席的社会保障
6. 形同虚设的官方工会
7. 刻意挤压的舆论空间



1.逐年降低的工资收入

•由于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等原因，被甩入外卖行业的劳动者逐年
增多， 2亿人灵活就业，外卖骑手达 1300万人
•后备劳动力多，竞争增大，缺乏和平台资本谈判、议价的渠道和
筹码，单价和工资不断被压低
•估算：近三年每年降低 10%左右
•高风险，高收入→高风险，低收入
•是骑手罢工等集体事件的最主要原因



2.不断逃避的劳动关系

• 2021年 9月《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上千份法律文书：
认劳率不足 1%

•业务层层转包，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和皮包公司签
• 2020年中 -2021年初骑手权益问题广受舆论注目， 2021年 3月
两会有代表提议确认骑手的劳动关系并缴纳社保
• 2021年 4月 30日，南京市发文明确专送骑手为劳动关系，众包
等其他骑手为劳务、承揽关系
• 2021年 7月 26日，七大监管部门联合发文喊话平台资本。随后
全国各地承包商及站点强迫骑手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



3.代价惨痛的工伤问题

•确认劳动关系难，难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尤其是众包骑手
•每天只有 3-5元的雇主责任险等商业保险，认定流程复杂，最高
赔付额＜ 60万元，住院等各类报销低，保险费遭克扣
•系统不顾实际情况，配送时间紧（暴雨等恶劣天气经常不调整配
送时间），逐年被压缩，超时、差评罚款多，骑手缺乏申诉权，
经常赶时间，事故频发
• 2017年上半年，官方的一组数据：在上海，平均每 2.5天，就有

1名外卖骑手伤亡



4.残酷严苛的处罚制度

•专送骑手罚款最多，一般从 50~500元不等，可以叠加。且通常很
难申诉
•制度性罚款：比如超距离点送达，必须在顾客定位 200米以内点
击“已送达”，即使顾客定位错误，也必须先送到顾客实际位置，
再跑到定位地方点送达，有时候相距数公里，犯一次罚 500元；
比如预订单，必须在系统显示时间前后 8分钟内点送达，提前送
到也算违规；再比如被顾客投诉“态度不好”，无法申诉，一次
罚 100~200元……这些充满 BUG或骑手无过错的处罚规则，唯一
的解释是“以罚创收”，把罚款作为平台一项固定收入
•按照法律，无论平台还是站点，都不是行政主体，没有罚款资格



5.长期缺席的社会保障

•不从制度或立法上确认劳动关系，很难推动资方为骑手缴社保。
只有深圳等个别城市发文建议资方“可以”为骑手买工伤等保险，
至今没看到落实
•骑手内部的意见分裂：
①有家庭、有孩子的年长骑手社保意愿强烈
②00后等年轻人不信任社保体系，加上延迟退休，医保门槛大增，
宁愿不依靠、不合作
•高温补贴、节假日加班费之类的保障几乎都无



6.形同虚设的官方工会

•多年来部分城市发文推动“三新”行业（快递、外卖、网约车
等）打工人入会。北京、深圳等个别地方有推进，但仅限于扫码
注册、节假日偶尔慰问等表面上，对骑手工作生活几乎无影响
•骑手维权，工会始终缺席
•垄断“工会”旗帜的使用，打击自发建立工会的骑手



7.刻意挤压的舆论空间

•外卖行业具有一定的失业人口“蓄水池”作用，涉及到社会稳定，
相关舆论一直被官方打压，很多严肃的讨论无法见报
•批判平台的骑手自媒体被威胁、限流、封号
•言论大环境的寒冬
•丧失基本的言论空间，骑手的团结和抗争意识引导障碍增多



骑手如何组织起来？

1. 互联网的作用
2. 互助小组
3. 创业团队
4. 老乡会
5. 广泛的“联盟”



1.互联网的作用

•目前出现的具有组织性质的骑手团体几乎都运用了互联网的一些
优点：易沟通交流，信息传播快，影响范围大，不易被侦测
•快手、抖音、微信群成了骑手召集集体行动、建立自组织和发声
的主要工具
•工作、生活中的可靠连接必不可少



2.互助小组

•同城、同区域骑手建立的工作分担、事故救援、纠纷帮助、娱乐
休闲的自组织
•需要有比较持续和坚强的组织者，行业流动性大，部分地区骑手
职业生命平均为 6-9个月



3.创业团队

•一些骑手通过在互联网上为行业发声、帮助同行维权成为地区性
大 V，转变为自媒体创业者，在同城召集了一些骑手集体创业，
运用短视频平台，将组织 -发声 -维权 -营利融合在一起，有一
些还获得监管部门支持与合作
•多为有经营经验、当过老板的骑手建立
•部分已失去为行业发声、争取权益的初衷，甚至成为官方喉舌
•上过时代周刊、对武汉抗疫有功的骑手高某某，到北京在官方支
持下创业，作为“典型“获得大量扶持和收益，成为傀儡。在骑
手联盟盟主陈某某因批判平台被打击后，幸灾乐祸，并争抢“地
盘”。



4.老乡会

•部分站点的骑手具有老乡带老乡的特点，在语言、文化、习惯上
共同性明显，容易抱团，建立互助性质的老乡会相对容易。
•发挥进一步的互助作用仍需要持续和坚强的组织者



5.广泛的“联盟”

•一些同城的骑手微信群，骑手短视频博主的粉丝群等等，也具有
一定“互助交流”的功能，发挥比如号召集体行动、对接律师援
助等作用
•普遍目标性低、随机性、不稳定



骑手抗争最大的挑战

1. 平台：不断建立新的工种、分化骑手，层层转包、躲在幕后操
纵，强大的法务团队和对媒体的控制和影响

2. 政府：对资本的勾结与袒护，对骑手组织的敏感和打压，对法
律法规的无视与缺乏监管，对舆论空间的不断压缩，疫情以来
对外来打工人口的监控、人员不易聚集

3. 内部：高流动性，原子化，结构复杂，组织者困境



1. 平台资本对骑手抗争的挑战

•不断建立新的工种、分化骑手：专送、众包、同城、乐跑、畅跑、
新老骑手待遇差别……
•层层转包、躲在幕后操纵：欺骗部分骑手，混淆斗争目标
•强大的法务团队：骑手维权难度加大，抗争者被威胁警告
•对媒体的控制和影响：互联网媒体被腾讯系、阿里系等垄断，是
主要配送平台背后的金主，会限制抗争声音的传播



2. 政府对骑手抗争的挑战

•对资本的勾结与袒护：官资统一战线
•对骑手组织的敏感和打压：一边打，一边拉
•对法律法规的无视与缺乏监管：放任资方违法
•对舆论空间的不断压缩：各种 404，官媒屡屡失声
•疫情以来对外来打工人口的监控、人员不易聚集：以防疫为名加
强对公民尤其是工人的管控



3.骑手与组织者内部的挑战

•高流动性：过渡性行业， 6-9个月的职业周期，组织化困难
•原子化：几十年来“个人主义”逐渐成为主流，一些骑手对集体
不信任或抵触，偏向一个人活动或者沉浸虚拟世界
•结构复杂：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学历人员被甩入外卖行业，
团结难度较大



3.骑手与组织者内部的挑战
•组织者困境：
① 在官僚资本主义主导下，缺乏言论、结社、游行等基本政治权利，
骑手自发性明显受限，第三方的介入和协助屡被重点打压

② 需要组织者融入骑手，以骑手主体的身份开展宣传、组织与抗争
工作。既可保证行动上一定的安全性，又能及时把握骑手困境与
诉求，并获得群体信任，增进劳动者和组织者身份的融合

③ 需要坚强和有持续行动力的团队，相对充足的人手、资源和资金，
目前普遍遇到困难

④ 不同组织者之间信息交换、经验沟通困难，一定的山头主义阻碍
⑤ 一些组织者及关注者在话语上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当前环
境与阶级力量对比下，既容易被打压，又难以被骑手理解和认可



骑手抗争的进度和成就

1.形式上的进步：
①多个城市出现一些自发性的骑手组织，团结抗争意识增强
②北京、深圳等多地开展骑手入工会工作，或者建立党支部
③确认骑手的劳动关系成为官方的一项正式议题，部分城市发文
明确劳动关系
④骑手的社保问题被更多人关注。传闻 11月中旬美团负责人被约
谈，再次提及给骑手缴社保，可能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保的窟窿
⑤公众对骑手的同情和尊重得到提升



骑手抗争的进度和成就

2.实际上的退步：
①骑手组织水平无实质提升——无“独立工会”，一些影响力较
大的自组织被扼杀，一直没有形成能与资方对话的力量
②工资持续下降，系统压榨程度和罚款机制、工伤问题都没改善
③疫期民生凋敝且行业内卷严重，很多骑手为保生存放低对权益
方面的要求，或者丧失对抗争前景的信心
④官、资阻力过大，骑手权益问题见怪不怪，舆论逐渐冷场
⑤组织者、关注者力不从心，力量涣散，难以持续坚强地提升抗
争水平



如何进行国际团结斗争？

1. 信息联络：保持常态化的联系与沟通，安全的工具
2. 经验策略：定期开展经验分享与策略上的交流
3. 行动传导：某地区骑手在某议题上抗争胜利，可有意识地总结
行动策略和经验，指导其他符合条件地区的骑手陆续发起行动

4. 国际组织：建立国际性的骑手工会，统筹研究、分析、指导和
协助，更有效率和推动力

5. 国际媒体：搭建国际性骑手媒体或频道，或以媒体矩阵的方式，
呈现不同国家和地区骑手的生存状态和抗争情况

6. 资金资源：筹款扶助资金、资源有困难的骑手权益组织



附：骑手盟友光谱（ 2020年制）

积
极
盟
友

消极
盟友

消极对手

积
极
对
手

中立者

大部分中低阶骑手；
劳工议题行动者、团体；
关注农民工权益的社会正义人士、
学生、知识分子；
有链接的国际骑手、劳工团体

高
阶
骑
手
；

其
他
行
业
处
境
较
差
的
打
工
人
，
如

网
约
车
司
机
、
货
车
司
机
、
快
递
员
；

有
底
层
关
怀
或
进
步
理
想
的
社
会
正

义
人
士
、
学
生
、
知
识
分
子

和站点利益相连
的核心老骑手；
传统行业多数打
工人；
多数劳动保障部
门与媒体单位；
绝大多数民众

其
他
行
业
企
业
家
、
资
本
家
；

官
方
工
会
、
官
管
社
工
机
构

等
劳
工
自
组
织
反
对
者
；

基
层
社
区
管
理
单
位
；

官
方
、
资
方
媒
体
喉
舌

平台资本与外包站点等行
业利益集团；
权力机关、维稳机关；
一些自发帮助维稳的小粉
红、极端国家主义者；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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