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驾司机
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为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

必要运营管理，但未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对于劳动者提出的与该企业之间存
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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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驾司机也是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代驾
司机与平台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的问题，指导性案例明
确：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
企业为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
优质服务等进行必要运营管理，
但未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对
于劳动者提出的与该企业之间存
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人民法院依
法不予支持。本案例有利于廓清

基于平台维护所采取的必要运营
管理措施与支配性劳动管理的界
限，支持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
展。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发布两
个指导性案例并不意味着平台企
业与网络主播、代驾司机之间绝对
不能成立劳动关系，关键要看是否
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
理。当然，即使不构成支配性劳动
管理，不能确立劳动关系，但企业

进行一定劳动管理的，也应当依法
依规保障劳动者的相应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表示：一方面，
旨在通过案例指导方式统一法律
适用标准，确保新就业形态案件裁
判尺度统一，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做实定分止争；另一方面，也
旨在规范、引领平台经济健康有序
发展，促进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领
域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妥善化
解。 综合新华社、央视

事关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

他们的劳动关系
最高法作出回应

最高人民法院23日发布第42批共4件指导性案例。这是最高法首次发布
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其中针对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作出回应。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
新就业形态在稳增长、稳就业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目前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 8400 万人。近五年
（2020—2024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新
就业形态民事纠纷案件约42万件。

调研发现，实践中对于如何准确判
断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较难把握、争议较大。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对劳动者的权益有重大影
响。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法享有
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
获得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等一系列权利。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5年《关
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
了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但在新就
业形态领域，劳动用工模式在管理方
式、工作时间、报酬支付等方面呈现灵
活性、多元性、技术性等新特点，造成新

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所涉情形复杂多样，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判断困难。特别是，
实践中还存在有的企业规避建立劳动
关系的现象。

例如，有的平台企业将业务、劳务
“连环外包”，有的企业通过诱导劳动者
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并订立合作、承揽
协议等方式，规避劳动法律法规和用人
单位责任，进一步加剧了准确判断的难
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裁判标准的统一。

为有效解决司法实践问题，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依法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合法权益，保障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
展，最高人民法院经认真研究，组织选
编了这一批专题指导性案例。

本批案例涉及外卖骑手、网络主
播、代驾司机等职业群体，聚焦企业与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认
定，对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作出了回
应。

目前，我国外卖骑手的数量
已超过1000万。大家普遍关注
的是，如果“外卖小哥”与平台企
业签订的是承揽、合作协议，或
者，平台企业要求“外卖小哥”先
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再与他们
签订承揽、合作协议的，是否就
不能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经研究
认为，在新就业形态下，尽管平
台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较大变
化，具有很多新的特点，但判断
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
关系，仍然必须扭住劳动关系的
本质、核心特征，即是否存在支
配性劳动管理；特别是，判断是
否存在劳动关系，必须透过现象
看本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

能只注重形式和外观。
在此基础上，指导性案例中

明确：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
作企业与劳动者订立承揽、合作
协议，劳动者主张与该企业存在
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用工事实，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
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
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
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
则、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
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
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
等因素，依法作出相应认定。对
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
动管理的，应当依法认定存在劳
动关系。

指导性案例同时明确：平台

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要求
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
订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
根据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劳动关系
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
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准确作
出认定。此外，该案例还明确：
对于主营业务存在转包情形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和劳
动管理程度，结合实际用工管理
主体、劳动报酬来源等因素，依
法认定劳动者与其关系最密切的
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上述两个案
例对于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利用
签订承揽、合作协议或者“引导”
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
方式规避建立劳动关系的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我国
网络主播数量已超过 1500 万，
MCN 机构已超 2.5 万家。网络
主播与MCN机构之间的劳动争
议较为多发。是不是MCN机构
对网络主播但凡存在一定程度
的管理，就必然认定劳动关系
呢？

在指导性案例 239 号“王某
诉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
动争议案”中，网络主播王某与
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

了经纪合同。根据合同，王某负
有准时抵达工作场所、按约定完
成工作事项等义务。但在签订
合同过程中，王某有较强的议价
权，而且王某无需遵守北京某传
媒公司的有关工作规则、劳动纪
律和奖惩办法。根据该案事实，
虽然北京某传媒公司可以根据经
纪合同约定对王某的演艺行为等
进行必要的约束，但这是王某按
照约定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并
不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因此，

该案例的裁判要点明确：经纪公
司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
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强，
从业人员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
管理制度，且对利益分配等事项
具有较强议价权的，应当认定双
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
不存在劳动关系。发布本案例，
有利于准确区分因经纪关系所
产生的履约要求与支配性劳动
管理，防止因不当认定劳动关系
制约平台经济的发展。

网络主播
经纪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强，从业人

员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管理制度，且对利益分配等事项具有较强议价权的，应
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

最高法首次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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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再次强调要纠正性别
歧视等就业限制。

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
开“强化欠薪治理 保障劳动权益”
新闻发布会，最高法副院长贺小荣
介绍，今年1至11月，全国法院受
理一审劳动争议案件59万件，受理
一审劳务合同纠纷案件66万件。

贺小荣称，涉劳动争议和劳
务合同案件的妥善审理，有力维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依法保护用
人单位利益，贯彻落实我国劳动
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
果，对推动构建科学和谐劳动关
系，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秩序，护航
新经济业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妥善审理平等就业权
纠纷案件，依法纠正用人单位因
为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等不予招
录、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破
除各种不合理限制，推动高校毕
业生平等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
创业。又如，落实城乡劳动者平
等就业、同工同酬，完善办理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的快立快审快执
通道，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先予
执行，“提前救济”，推动完善欠薪
治理长效机制，依法支持农业转
移人口有序融入城市工作、生活。

在根治欠薪方面，贺小荣称，
今年1至 11月，全国法院受理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刑事案件约
1000件，受理一审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民事案件约8.2万件；截至12
月中旬，全国法院共执结涉农民
工案件约6.9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17.2亿元。

贺小荣还介绍，人民法院有
效实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
件司法解释，通过刑罚手段依法
严惩恶意欠薪行为，对恶意欠薪
者形成有力震慑。对涉欠薪执行
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
先发放执行款，充分运用“点对
点”等查控系统，查控被执行人财
产信息，依法适用限制高消费等
强制措施，制裁恶意拖欠工资的
被执行人，加大对规避、抗拒执行
行为的惩戒力度。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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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
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与劳动者订立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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