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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自僱人士職業保障

近期內地陸續有外賣平台公佈為騎手繳納社保，為新就業形態勞動市場
發出積極訊號。綜觀現時本澳零工經濟、平台經濟的興起，如外賣騎手、
的士司機、旅遊巴司士等勞動者不少都是以“提供勞務合同”的方式建立
關係，僱主毋須為勞動者購買勞動保險，他們一旦發生工作意外，勞動
者難有保障，需要自行承擔工作期間的風險和成本，包括衍生的健康問
題和工傷意外。

“提供勞務合同”固然是屬於甲乙雙方的決定，然而本人接獲一些新業態
勞動者反映，有部分平台雖是採取此類方式達成合作，但實際工作時長、
形式與正式僱傭關係無異，隱含“從屬性”；澳門作為微型經濟體，市場
有限，不少人亦只能選擇這種方式就業。對此，需要注意是否有僱主以
此方式來規避一般僱傭關係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 建議政府可因應新業
態的變化和發展，研究如何保障這些以自僱、自由職業者等勞動者的職
業保障，並推動僱主為勞務合同的勞動者提供保險保障，以完善本澳的
勞動保障。

再者，新業態勞動正蓬勃發展，無論是新業態勞動者抑或是相關勞動權
益的需求點都隨之產生變化，現時多地已積極探討如何更好地保障新業
態勞動者，正如本人此前書質曾引述國家“十四五”就業促進規劃，當中
提出“加快落實《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
建立完善新業態的勞動權益保障制度，明確平台企業勞動保護責任”。面
對本澳正積極推動1＋4經濟適度多元，建議因應新就業形態，適時研究
優化《勞動關係法》及相關法例的勞動關係標準與相關權益保障，完善
社會保障、 配套措施及法律法規。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新業態工作有別於傳統的勞動關係，容易存在責任轉移的風險，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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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當局就自僱、自由職業者的人數和類型有否建立統計，以了解有關數
據？目前對新業態工作能否啟動研究，保障有關人士的職業權益？

二、現行《勞動關係法》對於只要涉及“支配性”的勞動關係，都視為僱
傭關係，過去法院亦有相關判決。請問能否出台清晰的指引，加強宣傳
及指導，以防僱主違反相關條例，保障僱員的勞動權益？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第 2 頁  共 2 頁

http://www.tcpdf.org

		2025-02-28T15:57:59+0800
	Sun Iok LE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