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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下社会保险制度创新研究 
张  超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郑州  450000）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模式无法与社会经济形式改变相适应，因此

需要及时创新，从而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共享经济下人们对于社会保险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如何满足人们对社

会保险的需求是目前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章主要针对共享经济下社会保险制度创新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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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养生出了新的经济形势，也就是

共享经济。共享经济使得劳动关系更加灵活，这也使得

人们对于社会保险的需求量不断提升[1]。传统的社会保

险制度在现代社会运行中已经暴露出来很多问题，因此

需要作出调整与改革，从而让社会保险制度更加符合社

会经济发展趋势，更好的推动共享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概括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将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

捆绑在一起。其中劳动关系是指劳动法中的相关定义，

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只有劳动关系的存在，才会能够获

得社会保险支持。我国已经将社会保险纳入法律保护范

畴，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执行，如果违反其中规定就属于违法行为[2]。在共享经

济出现之后，各种非典型的劳动关系不断涌现，现代社

会的用工关系较为复杂，这使得传统的社会保险制度已

经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引起了较多的劳动纠

纷，尤其是工伤赔偿纠纷[3]。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

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符合时代特征，因此要想

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创新社会保险制

度，将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相脱离，不局限于劳动法中

的劳动关系，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从而满足人们

日益升高的社会保险需求。 

二、社会保险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社会保险制度将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紧紧捆绑在

一起，这不符合共享经济发展趋势。因此最重要的是将

社会保险与传统劳动关系相分离，之后进行分层设计和

优化管理。总而言之，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劳动关系出

现了较大的改变，多重劳动关系以及兼职的劳动者越来

越多，其合法性以及社会保险义务和责任分配等方面还

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整理归纳与处理。同

时社会保险中重复保险问题也迫切需要接机，需要坚持

拒绝重复保险的原则，兼顾险种的差异化特征，做到针

对性的调整，例如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不能存在重复保

险，而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则可以存在重复保险[4]。在

社会保险账户创建上，需要重点协调个人账户关系，创

建网络服务平台，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之后则是通过

法律法规的层面，解决自愿弃保、协议弃保等特殊情况。 

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加工社会保险与劳动关

系捆绑在一起，这在共享经济下存在较多的缺陷需要作

出相应的调整和优化，例如兼职人员可能会与两个及以

上雇主或者是单位存在雇佣关系，但是我国劳动法中对

于这一情况是不予肯定的，其作为非全日制劳动形式，

要求兼职人员严格遵循竞争限制和保密义务的基础上，

不能违反相关法律法规[5]。同时部分用人单位在购买社

会保险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用人单位有义务和责

任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但是在劳动法中却没有明确指

出用人单位关于社会保险相关义务，这也使得很多用人

单位钻空子，没有给员工购买社会保险，但意外事故发

生时导致员工无法获得经济赔偿，使得劳动者的权益无

法获得保障。 

三、共享经济下社会保险制度创新策略 

1.优化社会保险制度层次结构 

分层设计社会保险制度是基于共享经济特征提出

的一种优化策略。基础层次是针对传统劳动关系设计，

由于共享经济是新兴经济形式，在传统经济形式基础上

发展而来，但是没有突破传统劳动关系，因此对于传统

劳动关系，可以按照劳动法以及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

定，购买五险一金[6]。考虑到共享经济的特征，现行的

社会保险制度无法适应现代劳动关系变化的需求，这说

明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滞后，但是不意味着其完全不符

合时代特征。因此需要对共享经济下的劳动关系有更全

面的理解，虽然共享经济下出现了新的劳动关系，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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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劳动关系并没有消失，因此只需要不断的扩大劳

动法的覆盖范围，优化其组织框架结构，从而适应共享

经济下劳动关系的变化[7]。 

第二层设计主要是针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多重劳

动关系与兼职雇佣关系，这种劳动关系通常是在保持原

有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兼职工作。以多重

劳动关系为例，通常来说，原始的用人单位在为劳动者

缴纳五险一金之后，其他用人单位可能会因为其他单位

购买过社会保险，就不履行相关法律责任，不缴纳五险

一金。对于多重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险责任与义务，无论

是在传统经济形式还是共享经济下，都是一个存在较大

争议的问题，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2.明确多重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险责任与义务 

对于多重劳动关系来说，如何划分不同用人单位的

社会保险责任与义务一直是争议最大且最为复杂的课

题。共享经济下的多重劳动关系可以分为主从关系与并

列关系，主从关系是指一个劳动者在一个全日制劳动单

位上班的同时，在业余时间有其他的兼职工作；并列关

系则是指劳动者没有在全日制劳动单位上班，存在多个

不较差的非全日制劳动工作。共享经济下的多重劳动关

系只有一种情况与传统劳动关系有关联，因此可以明确

共享经济下主要存在三种劳动关系，即传统劳动关系、

主从劳动关系和并列劳动关系。多元化的劳动关系使得

社会保险责任与义务划分更加复杂，需要从立法角度上

承认多元化的劳动关系，并且在明确分层设计的基础

上，合理划分社会保险责任与义务，秉持着全面保障的

原则，强调各用人单位不能以其他单位缴纳过五险一金

为理由，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8]。 

3.优化重复保险 

由于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越来越复杂，导致重复保

险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例如共享经济下重复保险的

定义？如何确定重复保险的范畴？哪些险种的重复会

影响社会公平？用人单位如何重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保险？对于社会保险重复，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

例如有部分险种的重复保险可以让劳动者获得重复赔

偿，导致社会资源浪费，造成社会公平受损，拉低社会

整体的福利待遇。但是在共享经济下，多重劳动关系已

经非常普遍，因此需要从制度上不断完善，解决这一问

题。 

4.明确用人单位的义务 

通过现代劳动关系调查发现，用人单位普遍没有为

兼职人员缴纳五险一金，这与产生劳动关系时必须要缴

纳社会保险的规定相违背，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这

也导致很多灵活就业人群缴纳社会保险的比重较低，甚

至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这会使得社会发展受到影响。

因此需要明确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同时不断

的优化社会保险制度，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保障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5.协调账户关系 

社会账户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为了满足共享

经济的需求，可以将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从而

完善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结合相关规定，政府、企业与

个人应该承担各自的职责，从而构建完善的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但是这样一来会导致管理混乱，容易诱发财政

危机。因此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加强账户信息共享，

并保护个人隐私，从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结束语 

在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保险制度

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

套制度，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维持劳动关系的稳定性，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推动社会的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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