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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設有「書評」欄目，舉

凡是近年出版的人文和社會科

學著作（具公共性和現實意義

尤佳），皆歡迎海內外學者撰

文評論，共同推動學術交流和

對話。

——編者

平台用工成本與勞動治
理困境

近些年來，對平台經濟的

關注聚焦於平台勞動者，尤其

是外賣騎手，主要基於三個原

因：一是數量龐大；二是生活

嵌入度深，點外賣成為老百姓

的消費習慣；三是外賣作為典

型「社會性」的數字勞動樣態，

挑戰了現有勞動治理機制的效

力。不過，儘管關注騎手群體

非常重要，但單向強調會使我

們忽略平台勞動治理過程中多

方利益訴求的均衡問題。

吳清軍〈平台用工的商業

模式與治理困境〉（《二十一世

紀》2025年4月號）一文從新的

理論視角，深入分析了平台用

工的成本構成及其模式特徵，

為我們客觀地理解平台勞動過

程及其治理創新具有重要啟

示。事實上，平台本質上是數

據提取裝置，它為數字經濟提

供了基礎設施。顯然，這個基

礎設施的運行是需要巨大成本

的。因此，OpenAI掌門人奧特

曼（Samuel H. Altman）多次強調

人工智能（AI）平台是「吞噬電

力與芯片的超級工業系統」。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消費者在

外賣應用程式上的每一次點擊

不僅僅是消費行為，更是壓力

測試，對外賣平台運行及騎手

勞動都是一場考驗。因此，保

障平台高效運行和維持騎手勞

動秩序成為平台花費大量成本

進行模式創新的核心議題。

作者將平台用工成本細分

為「交易成本」和「社會成本」，

據此論證了平台勞動與傳統勞

動在運行方式上的本質差異。

作者敏銳地指出平台運營模式

事實上並不「經濟」，相反其成

本極其高昂。在中國，平台通

過引入第三方主體，最大化地

壓縮用工成本，同時也巧妙地

適配於當下勞動監管政策的要

求。這種用工模式雖然成功繞

過了大部分的行政監管，但卻

模糊甚至架空了平台的主體責

任，而且其基礎設施的社會性

一定會引發基層社會的衝突和

矛盾。遺憾的是，現有勞動治

理手段面對這種平台用工模

式，存在着明顯治理失效的困

境。作者認為，只有跳出平台

用工治理的思路，從用工治理

轉向社會治理，才能更好地保

護平台勞動者的權益，提升應

對平台勞動風險的治理能力。

吳文揭示了平台用工模式

是平台資本深度計算用工成本

和詳細分析勞動政策後所打造

的運行「盾」，因此當我們依然

沿用既有勞動政策之「矛」進行

監管時，就會陷入治理困境。

圍繞外賣騎手產生的所謂「困

在系統裏」、「算法牢籠」等現

象，不過是平台運行邏輯所衍

生的外顯表象，以「算法取中」

為核心的算法規制應該無力解

決平台勞動治理的困境。但

是，作者提出將治理責任和成

本外推的社會治理路徑，在實

踐中恐怕依然困難重重。

王星　天津

2025.5.14

技術決定論的突破與局限

正如孫萍等在〈控制之外：

平台勞動者的另類數字實踐〉

（《二十一世紀》2025年4月號）

一文所言，「國內勞動研究領域 

在過去幾年間展開了關於平台

勞動與技術控制的廣泛討論」， 

將研究重點聚焦於算法對勞動

者的控制及其影響。文章打破

了當前算法控制勞動的「技術

決定論」敍事方式，引入了勞動 

者的主體性，提出「另類數字

實踐」這一核心概念，強調勞動

者在算法系統之外的數字媒介

使用和實踐，以及在此基礎上

形成的信息、知識和關係等層

面的自我賦能。作者通過分析

「媒介使用」、「多線勞動」、「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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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社區」等實踐形式，揭示了

勞動者如何借助數字技術實現

自我賦權、規避監控甚至組織

集體抵抗。這一視角呼應了布

洛維（Michael Burawoy）對工人

主體性的關注，但遺憾的是，

作者未能指出相較於工廠時代

工人的主體性來自於生產實

踐，平台經濟中勞動者的主體

性來自於何方。

文章的現實意義在於通過

「另類數字實踐」揭示出平台經

濟中勞動者的韌性生存策略，

而這一點是被現有研究所忽視

的。作者之所以將這一概念定

義為「另類數字實踐」，是因為

它是在完成訂單的工作系統之

外的媒介使用和實踐，但是一

般的「數字實踐」與「勞動者會

積極捕捉算法漏洞，規避算法

監控，展開豐富的『逆平台』和

『逆算法』實踐」的「另類數字

實踐」之間的區別和聯繫，有

待於作者進一步釐清。

此外，文章對新媒介的使

用效應的討論稍顯單薄。例

如，作者認為勞動者通過在抖

音、快手等新媒體上講述自己

的經歷和感受等吸引流量，並

將其轉化為經濟資本和社會資

本，從而實現其自我賦權和集

體性反抗。不可否認，一小部

分平台勞動者確實嘗到流量帶

來的紅利，但並非所有勞動者

都能如願，即便是嘗到新媒體

使用「甜頭」的勞動者，也會為

了持續不斷的流量變現而被內

容平台的算法機制所「捆綁」。

他們不僅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

和精力在直播或短視頻平台

上，而且需要製作能夠製造情

緒、吸引流量甚至是虛假的內

成規模，更敏銳地洞悉了「平台

運營支撐型靈活用工」的擴散， 

反映出資本一個重要的經營邏

輯——組合市場要素經營思維， 

如「共享用工」和「個體工商戶」。

誠然，兩條線索清晰且深

刻，引導我們對當前勞動關係

治理的困境產生更加清晰的認

識。2021年以來，黨和政府對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

問題愈加重視，並發布了多項

政策。然而當前治理方式既無

法完全跨越傳統勞動關係規 

制的制度體系，也無法形成對

數字經濟下靈活用工方式的強

制性規範，在嵌入和脫離勞動

制度之間不斷拉扯、在兜底保

障和單項權益之間尋求耦合、

在就業數量和就業質量之間形

成妥協。這既體現出靈活用工

生態對傳統治理方式的挑戰，

也反映了外部經濟社會條件的

限制。

勞動關係的一個永恆話題

是如何通過平衡的機制治理勞

動與資本之間的失衡問題。去

勞動關係化帶來的低勞動保障

水平和缺乏穩定的工作機會，

給勞動者群體帶來的不確定性

具有長期效應。勞動與資本之

間的失衡更多表現在靈活用工

方式下勞動者對平台規則的不

滿、對收入不穩定的擔憂、不

公正待遇和缺乏職業安全健康

保障的爭議，以及因「單價」調

低而出現的集體行動。因此，

這些失衡問題的解決方法，只

能是針對勞動者權益狀況制定

新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勞動

者和平台及其合作商的溝通機

制。前者為了構建有序的靈活

用工關係，後者則為促進勞資

和諧的關係。

孟泉　北京

2025.5.15

容。此外，內容平台的算法推

薦機制也可能加劇平台勞動者

的信息繭房，使其陷入單一的

認知和更隱蔽的控制之中。

趙磊　北京

2025.5.14

在平衡與失衡之間

數字化到底對中國的勞動

關係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這

成為當前政府治理勞動關係面

臨的最大困境之一。汪建華

〈數字化與中國用工關係的演

變趨勢〉（《二十一世紀》2025年 

4月號）一文抽絲剝繭地梳理了

前數字化時代和數字化時代兩

個階段，中國靈活用工演變的

脈絡，並對其發展趨勢進行前

瞻性的判斷。

汪文為我們呈現了兩條重

要的線索：一是對靈活用工方

式出現的歷史淵源進行追溯，

分析了工業化背景下的勞動保

障如何被全球化的資本策略所

打破，以及數字化如何加劇了

靈活用工方式的持續和拓展。

工業化生產所衍生的勞動保障

土壤隨着資本轉移和競次現象

的出現而式微，靈活用工隨之

崛起。政府為了平衡資本的無

序擴張，構建勞動法律制度以

治理靈活化的勞動關係。但

是，這種平衡很快被基於互聯

網和數字技術的商業模式打

破，勞動的數字化將固定空間

的大生產模式轉化為虛擬空間

結合社會空間，更多靈活用工

方式湧現。

二是靈活用工方式的衍生

效應或曰擴張效應。作者不僅

觀察到平台經濟的構成在數 

字技術的驅動下變得更為靈

活，靈活用工在不同行業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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