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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平台经济的迅速

发展，包括网约车驾驶员、货车

司机、外卖骑手、互联网营销师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

增加，从业人数已超 8400万人，

而灵活就业人员规模更大，数据

显示，2023年已达2亿人左右。

该群体规模庞大，在促进经

济增长、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

着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社会保障

体系不健全、职业技能培训不足

等权益保障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

协委员、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

席曹鹏表示，去年年底举行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着

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

理回升的优化组合”，并强调“实

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

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

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加强灵活

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今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民

营企业座谈会强调：要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这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就

业形态群体的权益保障指明了

方向，也凸显了民营企业发挥的

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新就

业形态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出

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由于

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以及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

差异性，权益保障工作仍面临诸

多挑战。

对此，曹鹏建议发挥民营企

业作用：一是完善民营企业用工

管理制度，规范新就业形态群体

劳动关系。政府相关部门加强

对民营企业用工相关法律法规

的制定，推动其完善用工管理制

度，明确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劳动

关系。鼓励民营企业与新就业

形态群体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

或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确

保劳动者权益得到法律保障。

同时，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法律宣

传和培训，提高其合规用工意

识，防范劳动纠纷的发生。

二是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

群体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民营

企业政策扶持和激励。鼓励民

营企业为全职的新就业形态群

体缴纳完善的五险一金，减轻劳

动者的负担；为兼职灵活用工群

体强化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等

覆盖，鼓励平台企业探索创新商

业保险模式，提高整体保障水

平。进一步便捷化社保跨省接

续，推动异地就医结算的便利

化，尝试针对新就业形态群体的

特点优化缴纳时长等规定制度。

同时，对民营企业实施阶段

性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对企业

积极改善劳动保障条件、保障员

工民生权益的投入，给予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措施，如国家

表彰、税费抵扣减免等，降低企

业运营成本。主管部门应推动

政策举措创新，聚焦新就业形态

群体转化而来的快递员、全职外

卖配送员，对平台企业为其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用实行阶段性的

专门费率优惠，或相比该城市基

准、调低专属缴纳基数，或先缴

后补、给予一定费用补贴，以利

可持续保障。

三是加强新就业形态群体

职业技能培训和发展规划，为民

营企业和高职院校的合作搭建平

台。政府相关部门与民营企业、高

职院校合作，共同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鼓励民营企业根据自身业务

需求，为新就业形态群体提供定制

化培训，提高其专业技能和就业

竞争力，通过与高职院校的合

作，为员工提供学历提升、职业

资格认证等学习机会。

四是建立社会支持体系，提

升新就业形态群体的社会地位

和职业认同感。政府相关部门

和社会各界加强对新就业形态

群体的关注和支持，通过媒体宣

传、社会公益等方式，提高社会

对新就业形态群体的认知和认

同。鼓励社区和行业协会等组

织加强与民营企业合作，如支持

快递员带车进社区，为大件、重

货快递上门揽派提供便利，开展

关爱新就业形态群体活动，如设

立休息室、提供饮水和就餐便利

等，带动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新

就业形态群体权益保障工作中

来，共同营造公平、公正、和谐的

就业环境。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全国政

协委员、香江集团董事长翟美卿

表示，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

体系建设，不仅可以提升这些新

职业的社会认可度，还可以促进

行业规范发展。她希望扩大灵

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范围，降低

灵活就业群体社保缴费比例。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

董事长李东生也建议，下调灵活

就业人员社保统筹基金缴费比

率，降低社保缴纳比例。全面

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工伤、失业

等部分险种的社保参保限制，

统一全国参保条件和标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大

力发展银发经济。

据了解，目前我国60岁及以

上人口已超过 3亿人，2035年将

突破4亿人。

“人口老龄化并不代表人口

红利正在消失。实际上，随着全

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健康

状况的改善，老年人也可以继续

发光发热。”全国政协委员、南方

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在全国政

协十四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

道”上表示，我国老龄需求正在

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既有对

衣食住用行的实物需求，也有对

健康养老的服务需求，还有休闲

娱乐等新需求。“老百姓对养老

的关注点，就是银发经济的发力

点。”

银发经济蕴含巨大机遇

3月 2日，满载着 840 名“银

发”游客的 Y461 次旅游专列从

大连站驶出，开往粤港澳大湾

区，这是中国铁路沈阳局 2025
年开行的首趟旅游专列。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价值尺度。当老年人从“桑

榆暮景”转向“踏歌而行”，一幅

银发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壮

美画卷正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

目前，银发经济已从单一

服务向“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

链融合跃进，不仅为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新赛道，更在商

业价值与社会效益的融合中开

辟出发展新空间。银发活力正

绽放“文化新图景”。

权威机构测算，当前我国

银发经济规模已达 7 万亿元左

右，约占 GDP 比重的 6%，涵盖

老年康养、老年用品、老年文娱

等多个细分领域。

随着老年群体消费能力的

提升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老

年市场的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预计到 2035 年，银发经济规模

有望跃升至 30 万亿元左右，年

均复合增长率将保持在较高水

平，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

长的重要力量。

“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

一头连着产业。”金李表示，保守

估计，到 2050年，银发经济将至

少可以提供1亿个就业岗位。银

发经济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将为

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完善相关政策形成合力

传统需求之外的养老新需

求，正打开银发经济发展的市场

新空间，尤其是伴随产业融合发

展加速，智慧养老、银发文旅等

将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支点。

“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

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全

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

席、台盟北京市委主委陈军表

示，发展银发经济需明确各部门

及地方责任分工，特别是在科技

赋能、生命科学、养老金融等新

兴领域，需形成合力。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唐山

市民政事业服务中心主任杨震

生表示，构建银发文旅产业链，

推动银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银发族”乐享“诗与远方”。

杨震生说，要建立文旅资源

整合平台，整合民政、文旅、财政

等多部门政策资源，联合出台银

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措施，形成政策合力。同时，打

破传统行业界限，构建“银发文

旅+医疗”“银发文旅+农业”等多

元融合模式，建设以老年人旅游

为核心，集医疗、养老、文化等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推

动银发文旅产业向价值链高端

攀升。

“伴随人口老龄化，银发经

济有望成为未来 30 年我国经济

领域极具发展潜力的新赛道。”

陈军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大

统筹力度，完善有关政策，持续

推进银发经济发展。

银发经济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 本报记者李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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