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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灵活用工蓝海，为何中国难有巨头？

据教育部新公布的数据，2022 年毕业季将迎来 1076 万位大学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高。在全球疫情态势
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转型任务艰巨的背景下，这个毕业季的就业环境充满挑战。

近年来，我国灵活就业人数持续明显增加。据调查，在过去两年，中国灵活就业的人口增加了近三倍，
达到 2 亿人，占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的一半左右。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数据统
计，2020 年和 2021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了
16%。在今年的「难毕业季」中，预计选择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近日，多鲸对话青团社 COO 莫凡。莫凡是一位年轻的 90 后创业者，2016 年加入青团社后，带领公司
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业务的爆发式增长，并在之后持续推动公司的业务拓展和转型。深耕灵活用工招聘
服务行业多年，她与我们聊了聊灵活用工行业的现状、痛点及公司发展背后的逻辑和思考。

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同时伴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加速发展，灵活用工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
选择。灵活用工指企业使用包括兼职、劳务合作、短期合同、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外包等在内的用工方
式。莫凡认为，灵活用工正迎来历史机遇期，主要受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人口下降、政策加持这
三方因素叠加影响。

一是随着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企业会有更强烈的开源节流、降本增效的诉求，因此也倒逼企业从粗放式
经营走向精细化的运营。同时企业对灵活用工的需求也会有所增加。尤其从 2020 年起，疫情对各行各
业的影响逐步显现。对众多中小企业而言，要应对冲击实属不易。企业资源配置上，在人力方面省钱，



多家企业共享一个人才，正是灵活用工的核心。

二是人口结构的走向趋势，同样刺激了灵活用工的加速发展。据一年前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结果，近 10 年来，我国人口保持持续低速增长势态，劳动年龄人口（15－59 岁）明显降低，相比
2010 年下降 6.79 个百分点。「适龄劳动力人口下降的同时，需求侧并没有下降，这样的供需关系影响
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企业经营的压力更大，同样会带来灵活用工需求的增加。」莫凡分析道。

三是政策各方面的支持为灵活用工和灵活就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前我国在灵活用工政策方面一
直处于相对空白地带，近年来，国家多部门发布了关于劳动者就业、行业发展和企业发展等政策，为灵
活用工业态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比如，2022年1月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提出，将进一步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推进他们参加住房公积金
制度试点，逐步为灵活就业者系上「安全带」。

上述三方因素叠加，使得灵活用工的市场规模增大。根据灼识咨询数据，2022
年，我国灵活用工人数将达到 226 万人，市场规模将达到 1393 亿人民币。

千亿市场规模之下，一些互联网灵活用工平台应运而生，在灵活就业者与企业之间搭起一座「供需之桥
」，构筑中国稳就业的「蓄水池」。

莫凡表示，后疫情时代，对中小企业而言，灵活用工的刚需性将逐步增强。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不少人
处于在家待业的状态，「被迫」成为了自由职业者，兼职岗位在特殊时期有了一定的白领化趋势：另一
方面，疫情倒逼很多企业主的雇佣理念向着灵活用工方向转变，线上产业相关企业灵活用工需求有所提
升，尤其餐饮、零售服务、旅游等行业的管理负责人会加大对「零工」人员的配置比例。

根据青团社用户调研，平台的主要用户包括大学生、宝妈、蓝领和在职白领。在用户分类上，大学生群
体占比 50%、宝妈占比 15%、蓝领占比 30%、白领占比 5%；在年龄方面，50% 以上为 95 后、00 后。
「诸如蓝领、宝妈等，赚钱属性强，宝妈更偏向线上兼职，兼顾家庭与工作，如线上客服、信息标注等
岗位；而学生、部分白领，则注重兼职体验，兼职剧本杀
NPC、剪辑师、摄影师、咖啡师等。」莫凡提到。

在行业层面，青团社则主要聚焦于服务业，以商超、零售、餐饮、物流等领域为主。其中，零售服务业
、快递业是属于灵活用工渗透率较高的行业。另外，虽然中小型餐饮、旅游民宿、酒店等行业的灵活用
工渗透率不高，但企业对兼职用工比例在逐步提升，大部分由 10% 提高到 30% 左右。

莫凡对于青团社当下的发展方向很明确，不会因为现在灵活用工的「白领化」趋势而急着往传统的白领
用工领域拓展。在她看来，一方面这些领域的灵活用工市场本身已经非常大，劳动力规模约有四五个亿
，约 90% 的灵活用工招聘应聘仍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线上市场的空间广阔。另一方面，聚焦当下的的
领域，能够帮助如此庞大数量的劳动力人口进行灵活就业，推动共同富裕，价值意义巨大。

相较于领域细分、工作内容有创造性的白领招聘，聚焦服务行业的灵活用工统一性高，容易标准化。



对于 B 端企业而言，服务行业企业的招募岗位主要集中在极度流程化、标准化的服务员、餐食制作员等
。莫凡以餐饮业举例，在招聘阶段，企业虽然都要大批量、快速度地招人，但对于员工的条件和资质要
求几乎相同，比如大多都要求应聘人员上岗前持有健康证等。进入到上岗阶段，企业的基本诉求也几乎
相同。就灵活用工环节而言，也存在许多可标准化的模块。入职前，需要电子签约，需要购买保险，入
职后需要算薪、排班、考勤、发工资等。

从 C 端求职者而言，莫凡谈到，学生和蓝领的需求可能略有不同，比如说学生会寻求、节假日的短期岗
位，蓝领更会去寻求收入偏高、相对长期的兼职岗位。究其根本，大家对职位对深层次诉求几乎相同，
都希望可以高效率地找到安全性高的兼职岗位。

基于企业和求职者的统一诉求，青团社通过提炼灵活用工环节流程中的统一模块，转化为自己的产品和
服务，进而解决灵活用工过程中的标准化问题。莫凡向多鲸表示，「在零工的场景中，我们的系统能够
帮助企业解决 80% 以上的统一化问题。但是不同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诉求会有所不同，具体到差异
化的部分需要企业自己的 HR 或者运营人员动手解决。我们更多解决的还是标准化的问题，并不能百分
百解决企业所有的人力资源问题。」

当前青团社已经从招聘平台发展至人力外包服务，不仅能够解决招人问题，还能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莫
凡提到，市面上的招聘平台一般通过收钱帮你加速招聘，但这不一定帮企业降本。外包服务也能解决招
聘问题，但有可能还要额外收服务费。针对这种现象，青团社希望对接人员招募、管理服务两端，提供
「全链条」招聘服务体系，帮助企业解决降本增效的诉求。

莫凡认为，当下有更多企业选择灵活用工，背后都有精细化运营和降本增效的诉求。如果拆解灵活用工
模式，招聘平台可以帮企业解决前端招人的问题，但不为后续用人和管理负责。如果机构要提升灵活用
工的服务质量，需要在交付和管理方面下功夫。当前灵活用工覆盖的行业广阔，整体行业集中度较低，
因此从招聘到用工管理的全链路服务平台或有广阔前景。

首先，前端招人需要平台具备数量充足、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库。传统的人工模式无法快速、批量的进行
匹配。移动互联网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大量的临时性需求和个人的空余时间可以通过机器快速匹配
。

其次在后端的管理服务方面，通过通用化的功能，将排班考勤、算薪发薪、电子合同、用工保险、人才
库运营、供应商管理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并且做到可视化。

目前，我国有 3.57 万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三家上市公司市场份额均不到 1%，灵活用工企业多、小、散
，高度分散，行业整合空间大，呼唤巨头的到来。我国灵活用工服务行业未来的机会在哪里？在莫凡看
来，如今 90% 的市场还在线下，「大家一起把线上的蛋糕做大」。

如今行业内虽然玩家众多，但在莫凡看来，巨大的线上市场潜力亟待释放，大家还谈不上横向的竞争。
现有的业务也是在各个平台相对分散，头部优势地位并不明显，中小企业都有机会突围。



在灵活用工服务相对成熟发达的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出现了任仕达（Randstad）、德科（Adecco
）、万宝盛华（ManpowerGroup）、瑞可利（Recruit）等巨头机构。群雄争霸之下，中国何时有巨头产
生？对于这个问题，莫凡认为：「国外有巨头诞生的案例，中国不一定有，但是在垂直行业中大概率会
有比较核心的角色。」

在相对分散，集中度的灵活用工市场，莫凡认为，当前我国灵活用工潜力尚未完全释放，尚存在法律依
据不足、制度设计不完善等问题，灵活就业的劳动者缺乏相应的权益保障，也不利于新经济数字化业态
的快速高效发展。

另外，企业在进行灵活用工时，招聘和管理压力普遍较大，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偏高，制约企业的快速
发展，对于如何处理与灵活就业者的关系不明确，缺乏法律制度依据。灵活就业者保障机制不健全，购
买的商业保险普遍附加值低、保障力度小，且个人购买流程比较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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