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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聚焦疫后新基建新产业新动能 ⑤

共享员工、共享办公等新业态表现活跃——

共享成风尚 权责待理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共享经济的概念和内涵正随实践不断延展，但其核心是依托信息技术创新和市场化手段，使资源要素潜力得到发掘，使供给响应需求的资源配置机制更便捷、更灵活、更高效。

总体看，共享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各种资源要素潜力得到更大限度的发挥。从改革角度看，政府应该努力为共享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同时，也要避免盲目投资、资本炒作、恶性竞

争的现象，引导投资者、企业真正关注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管理服务和可持续发展，使共享经济真正发挥作用。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温宝臣 胡达闻

合肥迎来599名“共享员工”——

从家门口到厂门口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朱 磊

盲目跟风要不得
□ 林子文

王 鹏作（新华社发）

一段时间以来，受疫情持续影响，不少
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比如，
餐饮、旅游等行业出现大量劳动力闲置，物
流、零售企业则面临“用工荒”；一些企业受
停业歇业影响，现金流趋于紧张，办公场地
的租金压力也有所加大。

面对困局，共享员工、共享办公等新业
态表现活跃，实现了企业、个人、社会多方
共赢，成为经济运行的亮点之一。专家指
出，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催生了许多新模
式、新业态，孕育了经济发展新动能，也为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多方面效益。未来，
共享经济模式将在更多领域开花结果，各
方应群策群力，共同应对，促进其健康有序
发展。

实现多方共赢

李伟是上海市某烧烤店员工，一段时
间以来，受疫情影响，烧烤店处于停业
状态。

为缓解用工的资金压力，烧烤店不久
前通过上海喔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员工共享平台，与盒马鲜生签订了员工短
期借调合同，在不改变原有劳动关系的基
础上，安排员工到盒马鲜生上班。就这样，
经过简单培训后，李伟从烧烤店服务员变
成了盒马鲜生的摆货员。

“我每天在盒马鲜生工作6个小时至8
个小时，业余时间兼职送外卖，收入比在烧
烤店时多了不少。”李伟说。

这种烧烤店与盒马鲜生“共享员工”的
模式，实现了劳动者在不同企业间灵活配
置。目前，这一平台已经为盒马鲜生、饿了

么、京东、美菜等企业提供服务，累计共享员
工超过1万人。

喔趣科技相关部门负责人宋圆阳告诉记
者，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掌握了不同企业的
用工规律，进而实现劳动力在不同企业间的
调度，使原有的“人岗匹配”变为“劳动时间和
任务匹配”，这不仅解决了当下一部分企业

“招工难”但另一部分企业白白闲置劳动力的
问题，也能帮助劳动者更高效配置时间，获得
更多收入。

“疫情给许多经济活动特别是传统经济模
式带来了不小冲击。在此期间，一些新业态、
新模式由于具有避免人员集聚接触、降低生产
运营成本等特殊优势，反而表现活跃。”中国宏
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服
务业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洪群联说。

以共享员工为例，这一模式减少了停业
歇业企业的用工成本，降低了员工流失率，为
企业度过疫情、恢复生产保存了实力。一些
企业也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暂时性劳
动力补充，维持了企业正常运营活动。同时，
广大劳动者也可以降低下岗失业风险，获得
稳定的劳动回报。

洪群联表示，对于全社会而言，共享经
济特有的资源要素配置方式，有利于帮助部
分行业企业率先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正
常运转。

资源有效配置

当前，受疫情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受到了一定限制。例如，人员、物资等生产要
素不能像平时一样自由流动；许多企业未能
及时复工复产，产能利用率低，出现资源闲

置；生产运营成本明显提高，部分企业面临
生产经营困难等。

为应对不利影响，不仅共享员工的运
营模式受到了热捧，一部分中小企业开始
由传统写字楼“转场”至租赁方式更为灵活
的共享办公空间，购物中心和餐饮企业、零
售商和餐饮企业、平台和餐饮企业等不同
市场主体开展了各种跨界资源共享尝试。

“共享经济要解决的是资源供需不匹
配、成本升高、经营困难的痛点。”洪群联分
析说，共享经济可以解决资源供需不匹配
问题，促进资源实现更有效配置。特别是
在疫情防控期间，共享经济可以通过较低
成本实现资源流通，进而为双方节约了劳
动力、办公用房等要素成本。

在洪群联看来，受疫情影响歇停业的
企业经营情况和现金流本来就较为困难，
继续支付较高的人工成本、租金无疑是“雪
上加霜”，通过共享经济的模式，可以使困
难企业获得一定“补偿”，更好地帮助部分
企业渡过疫情难关。

“发展中的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
济业态，与传统运营模式有很大不同，它更
多地表现为不同市场主体通过创新资源要
素配置方式，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使有
限资源创造出更大价值，进而实现过去没
有达到的共享多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
究院院长贾康告诉记者，当前共享经济的
概念和内涵正随实践不断延展，但其核心
是依托信息技术创新和市场化手段，使资
源要素潜力得到发掘，使供给响应需求的
资源配置机制更便捷、更灵活、更高效。

例如，“共享单车”实际上是利用信息
技术，让租车便捷化。“共享员工”机制的发

展，是利用信息化平台，实现用工制度灵活调
整与员工作业时间重新组合，把劳动力的潜
能充分发掘出来。“共享办公”的发展，不仅能
够帮助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冲击，也能帮助房
东获得稳定收入。

“这些新的共享模式，让许多过去不可能
达成的要素资源配置变成了现实，有利于帮
助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并以创新有效
供给，维护和提升需求侧的用户体验，自然会
受到市场主体的热捧。”贾康说。

明确主体权责

尽管以共享员工、共享办公等为代表的
共享经济在疫情期间表现活跃，不过也有人
担心，不少生产要素共享只是特殊时期的权
宜之计，很难成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劳
动力资源共享为例，如果不是受疫情影响，企
业不可能接受这种流动性强且用工关系模糊
的方式。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逐步进入
老龄化社会，这种按需招聘、按需用工、更多
依靠社会化供给方式将会越来越多。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将倒逼企业加快深化改革，加快
构建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管理模
式。”宋圆阳说。

贾康认为，以共享经济为方向创新经济
业态，其发展活跃的态势能否得到延续，关键
要看能否破除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障碍，在法
治化营商环境中增强发展动能，巩固和完善
可持续的企业运营和赢利模式。

“我们应积极总结疫情期间共享经济发
展的宝贵经验。总体看，共享经济的发展，可
以使各种资源要素潜力得到更大限度地发
挥。从改革角度看，政府应该努力为共享经
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贾康说，当前要进一
步明确各类生产要素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共
享配置的权、责、利，协调、理顺不同市场主体
的利益关系，使不同市场主体通过共享经济
的发展提升活力，以较少投入获得更高水平
的回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增强市场主体
发展共享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洪群联看来，共享经济是信息化社会
的未来发展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以

“共享”为名头的模式都能够获得发展，也
并非所有领域所有场景下共享经济都能广泛
适用。作为一种新业态，共享经济在发展中
也面临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与政府管理模
式、制度体系不适应，一些领域缺乏明晰商
业模式，过度炒作扰乱市场秩序，影响行业
可持续发展。

洪群联建议，在推动共享经济蓬勃发展
的进程中，一方面要积极鼓励模式创新，引导
社会各界理性看待，避免盲目投资、资本炒
作、恶性竞争现象，引导投资者、企业真正关
注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管理服务和可持续发
展，使共享经济真正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要主动推动制度创新，针对灵
活就业、弹性就业、共享员工等，完善与灵活
就业相适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政策，更好规
范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此外，要提高政
府管理水平。政府管理模式要跟上新业态发
展步伐，加快建立法治化的市场环境，使新业
态在发展起步时就步入公共竞争、规范监管
的通道中。

从交通出行到住宿餐饮，从教育培训
到医疗诊断，从制造服务到要素资源……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共享经济在我国的发
展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并加速渗透到
了经济生活的多个细分领域。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
下涌现的新业态新模式，共享经济的本质
是普惠互利共赢，旨在形成人人参与、人
人享有的发展模式，使社会闲散资源实现
自由组合和效率最大化。这种经济发展新
模式与原有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加快驱
动了资产权属、组织形态、就业模式和消
费方式等领域的革新，也为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了更多效益。

近年来，我国许多市场主体将共享经

济的概念与大数据、“互联网+”紧密结
合起来，创造出众多新业态，不仅带动了
大量就业，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
深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培育和传
统动能的改造提升，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更
多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享经济与传
统行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生力军”之一。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当前疫情防控
的特殊情况下，共享经济的优势得到了
进一步彰显，共享员工、共享办公等一
批丰富多彩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
表现抢眼，成为经济运行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共享经济在我

国表现活跃，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认
识不统一、制度不适应、保障不健全等诸
多问题和挑战。特别是一些地方的监管政
策与共享经济发展的特点不适应、不匹
配，对共享经济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特
性认识不够，仍然采取过去监管传统行业
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共享经济发
展。此外，一些地方对共享经济的发展盲
目跟风、盲目崇拜，一些地方把共享经济
作为商业炒作和资本套利的噱头，不仅扰
乱了市场秩序，也不利于共享经济长远可
持续发展。

因此，在鼓励和支持共享经济发展过
程中，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按照“鼓励创
新、包容审慎”原则，发展与监管并重，积极

探索推进，加强分类指导，创新监管模
式，推进协同治理，健全法律法规，维护
公平竞争，强化发展保障，支持和引导各
类市场主体积极探索共享经济新业态新
模式。进一步加快探索建立政府、平台
企业、行业协会以及资源提供者和消费
者共同参与的共享经济多方协同治理机
制。同时，强化地方政府自主权和创造
性，做好与现有社会治理体系和管理制
度的衔接，完善共享经济发展行业指导
和事中事后监管。

此外，也要合理引导投资者、企业更
多关注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管理服务和
可持续发展，把共享经济的蛋糕越做越
大，避免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

经过约13个小时行程，从四川绵阳驶来的D4374次列车
日前停靠在合肥高铁南站，车上所有乘客下车后转乘印有“合
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欢迎您”字样的22辆大巴，前往合肥长虹
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安徽合肥首次迎来省际“共享员工”
599人，他们将在合肥投入复工复产新战场。

此次首批抵达合肥的599名员工，就是合肥经开区为区内
长虹美菱等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具体
行动。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该公司近日海外订单
增加，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员工返厂率不足，订单生产人
手紧缺。为确保产能不受影响，在两省、两市地方政府大力支
持下，四川绵阳长虹总部将其599名体检合格老员工通过“共
享员工”方式支援给合肥。

为解决这些人的交通问题，合肥经开区人社部门迅速为长
虹美菱启动“点对点”包车返岗服务。“乘坐高铁应该是相对
安全快捷的交通方式，由于四川绵阳没有直达合肥的列车，四
川长虹联络铁路部门安排了本次包车，铁路部门专门设计了行
驶线路。”合肥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桑林兵
介绍。

桑林兵表示，合肥经开区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稳生产的
“双胜利”，出台了相应措施，制定了安徽省首个“定向返岗
包车补贴”政策，对区内企业安排包车、企业间拼车等“点
对点”运输方式，租用运营车辆。对接送来源地相对集中的
返岗员工所产生的包车费用给予补贴，助力重点企业员工有
序、安全、健康返岗，最大限度降低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复
工带来的影响。

针对不同地区的返岗员工，合肥经开区人社部门专门作了
分类，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服务方案，对在外地员工较为集
中的地区，安排专车赴“家门口”接员工到“厂门口”。此
前，该区已赴河南郑州、汝州等地顺利接送了80名合肥海尔
员工返岗。对企业在合肥汽车站、火车站等集中点组织的返岗
员工，该区还开通了“返岗服务直通车”，集中安排车辆组织
接送。

一些中小企业为缓解资金压力——

办公场地“转场”了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新冠肺炎疫情在给酒店、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巨大冲击的
同时，也在考验着共享办公行业。业内人士表示，为缓解资金压
力，有部分中小企业将由传统写字楼“转场”至租赁方式更为灵
活的共享办公空间，这对行业来说也是机遇。

对于共享办公行业来说，各地陆续复工以后，共享办公平台
里的防控措施能否给租客带来安全信心，这是最大的考验。共
享办公平台WeWork大中华区总经理艾铁成日前表示：“针对
此次疫情，WeWork在春节期间紧急成立应急管理委员会，并
展开了相关工作。对于已经复工的会员企业，我们充分保障会
员健康安全，帮助并支持他们日常办公有序开展。”

业内人士认为，通过此次疫情，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已经感
觉到，共享办公在防疫措施、服务标准、人性化管理等方面还有
巨大的提升空间。部分中小企业有可能将从传统写字楼中走
出，搬入租赁方式更为灵活的共享空间；同时，办公理念的变化
也促进了传统写字楼与共享空间的合作，共同促进办公空间升
级与转型，共享办公中的“共享”属性也将更好地得到体现。同
时，共享办公企业的服务属性不再局限于空间租赁，服务开发、
金融投资、社群搭建等增值服务模式应运而生。

上海品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疫情期间完成签约成为
WeWork会员。该公司运营总监表示：“疫情发生后，We-
Work社区的反应非常迅速，而且管控严格，让我们清楚地了解
到社区团队所做的工作，也明白哪些方面需要我们配合。”

优客工场董事长毛大庆也曾表示，优客工场部分入驻公司
会因疫情影响难以为继，因而优客工场会损失部分客户，但优客
工场提供的其他企业服务，如财税、线上营销等业务也在一季度
有所增长。

有专家预测，疫情过后共享办公行业将迎来一轮行业洗牌，
其线上服务的广度大幅扩大，同时将促使共享办公行业提供更
多绿色生态、智能化相关的线下设备与服务。

3月4日，在合肥海尔工业园，“共享员工”孔令琴（右）跟着
正式员工学习操作规范。当日，安徽世纪金源大饭店33名员工
乘车来到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海尔工业园，作为“共享员
工”开始短期就业，这33人是第三批从安徽世纪金源大饭店来
到合肥海尔工业园的“共享员工”。

周 牧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