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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期花3000元中介费
都未必能招到合适的人

徐丽是宁波一家外卖平台第三
方合作机构的人事主管，公司主要为
平台方提供全职的外卖员。这几天，
她刚刚从招聘事务中“喘过气来”。

徐丽所在的公司目前有近600
名全职外卖员，分布在十几个站
点。因为每个站点的运力和单量是
饱和的，因此在出现运力缺口的时
候，就要马上补足人手。在过去的
一个月时间，是外卖行业传统的运
力低谷期，为了招人，公司又“砸了
重金”。

“按行业的行情，平时介绍一位
外卖员的中介费用在1500元左右，
而像春节后这样的缺口期费用会达
到3000元，有时候还不一定能找到
合适的。”徐丽告诉记者，公司的招聘
是常年进行的，不过在春节后、暑期
和年末这三个节点，会有比较明显的
流失情况，也是他们重要的招聘季。
而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招工的成本
也逐年走高。

“前几年，一名外卖小哥的招工
成本为500元到800元，现在翻了好
几倍。像春节后的招工季，公司至少
需要10万元的成本打底。后续外卖
员上岗后，还有宿舍补贴、租车补贴、
新人补贴等一系列开支，也需要公司
出费用。”徐丽说，相比以前，现在能
明显感受对从业人员的需求正在不
断扩大，但从业基数却正在缩小。

“除了美团、饿了么、达达这些传
统的渠道，现在还有商超、快餐品牌
以及生鲜平台等都完善了配送环节，
自然就分流了人手。另一方面，因为
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不高，再加上多年
来与平台的恩恩怨怨，以及就业环
境、时效给外卖员的压力，都会影响
从业人员基数。”徐丽说。

工资排蓝领前三
外卖小哥
仍然很

每天，在宁波的大街小巷里，都
穿梭着一群人——外卖员。脚步匆
匆的他们用一次次送餐服务，方便
了都市人的生活和工作，也为自己
忙出了一份回报。《2023中国蓝领
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指出，2023年
蓝领群体月均收入为 6043 元，其
中月嫂、货车司机和外卖员职业月
收入居前三。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
收入高，但外卖行业招人难、留人难
的问题却日益突出。那么，是什么
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矛盾？

随着平台经济和外卖行业
的迅猛发展，外卖员也成为和大
众生活密不可分的新型就业形
态。2020年2月，人社部、市场
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
布新职业信息，外卖员以“网约
配送员”的名称，正式纳入国家
职业分类目录。

由于外卖平台用工具有灵
活性、弹性、包容性和零散性等
特点，这使得外卖员职业呈现多
元化、灵活性的就业特征和就业
结构。

与此同时，在高速发展的背
后，外卖行业也有着诸多不健
全、不合理的地方，并由此出现
了用人成本高、从业人员流失率
高和相关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问
题。

对此，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
律师晏珊珊从法律角度建议：除
了社会应给予外卖行业更多包
容、尊重外，从业者和用人单位
都应该注意用法律维护自身权
益，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托底。

“事实上，针对依托互联网
平台就业的外卖员、快递员、网
约车驾驶员等群体，政府部门出
台了很多文件保障他们的合法
权益。比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去年印发的《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
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以及宁
波印发的《宁波市维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
法》等文件。对于新就业形态的
劳动者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劳

动者可以依法要求企业缴纳五
险，对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
系情形的劳动者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结合上述规定参保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
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平衡成
本和用工风险也是很重要的一
件事，不应该仅为节约成本而游
走于边缘地带。”晏珊珊说。

同时，晏珊珊表示，如涉及
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
业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劳动
者可通过内部沟通申诉机制、工
会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各级
各类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进行维权，也可以通过人民法院
起诉等方式维护个人利益。

记者 黎莉 文/摄

从统计来看，外卖员的薪资
排在了蓝领中的第三位。那么
他们的收入构成究竟是什么样
的？记者采访多位外卖员了解
到，外卖员的工资基本以派单
费+奖金构成，其中派单费根据
网点区域不同，每单在4.5元到7
元不等，奖金部分各平台略有不
同，大致会有全勤奖、时段奖、排
名奖励和距离补贴等。

如果按每位外卖员一天完
成40单、6元一单来计算，一个
月上线26天，那么仅派单费就能
挣6000多元，而大部分熟练的外
卖员每天可以完成六七十单的
派送，这样算下来每月派单费确
实能达到上万元。

当然，由于跑单过程中会出
现迟到、洒餐的情况，此外扣除
一些车辆和住宿的费用，实际到
手薪资在六七千元左右的外卖

员占多数。
一位管理着100名外卖员的

网点站长告诉记者，他们站里能
挣到8000元以上的外卖员大概
占了20%，每个月工资在六七千
元左右的占70%左右。

从收入上看，外卖员的工资
确实不算低，但是辛苦也是显而
易见的。除了风吹日晒雨淋的
作业环境，以及部分消费者的不
理解外，面对极高的时效要求，
不少外卖员在路上还有一份“交
通安全”的不定因素。

“每天站里开早会讲安全的
事情，但跑在路上不确定因素太
多了，我们站里的人基本都出过
小事故，免不了的。”一名饿了么
的外卖员告诉记者。

另一方面，从行业特性来
说，头几个月是外卖工作最难
熬的，但显然很多年轻人在入

行时对此并没有太多心理准
备。“夏天暴晒、冬天太冷，台风
天太危险，要拿高薪就要牺牲
休息时间，所以很多人都不能
坚持下来，能做到半年以上的
大概就一半左右。”一位网点站
长说。

更重要的是，由于业内“约
定俗成”只为外卖员购买意外
险，缺少其他的保障，有些众包
公司甚至都没有正规合同，因此
在采访中，多位外卖员向记者透
露，干这行只是一个过渡，等攒
到了钱还是希望换一份更有保
障的职业。

多家外卖加盟相关企业的
负责人也都表示，这几年外卖行
业的人员流失率普遍在30%至
40%，像春节前后这样的时间
段，骑手的流失率高达 50%以
上。

以法律准绳为行业生态托底

人越来越难留，外卖小哥在担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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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送餐的外卖小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