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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员工能走多远，终究市场说了算

共享经济又添新伙伴。当前，餐饮、旅游等企业遭遇复工难，电商、快递等企业却面临

用工荒，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共享员工模式由此开启。员工被“借”走后，多方受益：借入

企业得到了人员补充，借出企业减轻了用工成本，员工获得稳定就业和劳动报酬。疫情面前，

共享也是共担，救人亦是自救。

尽管这种跨行业互助自救方式一时走俏，但它毕竟是特殊情形下产生的一种临时用工模

式，随着复工复产加速推进，共享员工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据报道，3 月 2 日，最早

“借人”的某新零售平台在全国除武汉以外的城市恢复正常运营，配送也普遍恢复了首单免

运费。曾参与该共享用工计划的员工，最近陆续返回原企业。

共享员工是权宜之计还是未来趋势，一时引发热议。一些业界人士认为，共享员工模式

正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可，将是人力资源领域一次巨大变革的开始，进而转变为一种常态

化的用工模式；而另一些人则悲观得多，认为共享员工是特殊时期大家抱团取暖的过渡措施，

而且涉及比较复杂的法律关系，对于企业也存在一些不可控的法律风险。

对待新兴现象、新生事物，不妨多一些耐心，别捧杀，也别棒杀。客观讲，共享员工

走向常态化的确面临不少困难，一方面高门槛岗位难以开放，绝大部分参与者只能从事一些

简单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考虑临时劳务关系涉及的权利义务责任等复杂法律问题。但是也要

看到，用工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灵活用工模式已成为主流，共享员工模

式也可以期待。

说到底，共享员工是特殊时期市场自发形成的新业态、新模式，今后能否走向常态化，

究竟能走多远，终究还要取决于市场。对此，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社会舆论，都应秉持审慎、

包容的态度，要允许它发展，也要防止其野蛮发展。电商、网约车、移动支付等业态都是这

么发展起来的。总之，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市场的力量和智慧。

当务之急的是，相关部门要从制度层面进行扶持、规范和完善，明确共享用工的性质、

适用条件以及责任承担等，防止可能发生的劳务争议和法律风险，让企业和员工没有后顾之

忧。特别是，该模式可能给劳动者权益保护带来隐患，企业之间共享员工的同时如何保障好

劳动者合法权益，是相关部门重点关注的问题。（via 光明日报）

“共享员工”是特殊时期的共度时艰之举

疫情特殊时期，网购订单成倍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分拣、

打包、配送人员的严重缺乏。与此同时，一些行业受到冲击，大量员工无工可返。一场各取

所需的“跨界合作”由此展开，共度时艰的“共享员工”模式应运而生。这一新兴的用工方

式，既降低了线下餐饮、酒店等服务行业的人力成本，增强了特殊时期渡过难关的能力，同

时大量吸收“共享员工”的行业，也不必担心疫情结束、回归常态后的人员安置与分流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防控期间提供了就业机会，跨界合作还可能催生新的业态。

这样一种新兴的用工模式，在未来能否常态化？不同人对此看法不一。笔者认为，“共

享员工”实际上是特殊时期的共度时艰之举。在此期间，大家或许可以“不拘小节”，一旦

企业经营重回正轨，其可能存在的工伤、社保、劳务纠纷、管理等问题，就会变得突出而迫

切。而且，“共享员工”模式存在极强的流动性，这与企业和部分求职者稳定性、归属感的

理念并不相符，未来也将面临挑战。

前景不明朗，却并不妨害其出现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能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为多个

行业及从业人员带来转机与生机，就已然证明了“共享员工”模式特殊时期的特殊价值和意

义。至于疫情结束后，其能否延续，不妨交由市场去论证与选择。（via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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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疫情爆发以来，不同行业的用工形态呈现出明显的两极态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出现人员闲置现象；而以快递、外卖为代表的“到家”行业却因“宅经济”爆发而面临用工

荒。特殊时期，“共享员工”应运而生。“共享员工”创造出的“灵活用工”方式不再是共

享单一的闲置资源，而是以形态深化和协作效率融合后的操作，是将“人力”或“专业能力”

以灵活用工的形式按照需求进行合理分布，从而整合优化行业人力资源，实现社会生产效能

最大化。其能否成为未来主流用工模式，尚有待观察，但它一定是对现有用工模式的关键性

补充，是一种创新性探索，或将对未来社会分工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