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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梅雪

　　掌勺的做起了生鲜分拣，房地产
销售送起了快递，酒店领班成为工厂
工人……2月份，“共享用工”模式在珠
海街道一落地，便为西海岸新区遭遇
类似困境的企业提供了思路。截至9月
底，新区50余家输出企业、30余家输入
企业及3000多名员工，纷纷进行“跨
界”尝试。
　　解决双向用工问题，“共享用工”
可谓一举两得。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
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在经历过实际
操作过程中的“小插曲”后，疫情催生
的“共享用工”模式正逐渐向一种新型
灵活的用工形式演变。
　　“这种模式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起到了救急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定
的法律风险。”珠海街道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王桂玲说，比如，
A公司的员工到B公司工作，工作期间
的社保该由谁缴纳，员工发生了工伤
应该谁来负责，发生劳动争议员工该
告A公司还是B公司……回忆“共享用
工”从落地到实施全过程，王桂玲认为
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明确权利义务尤为
重要。

　　“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那就逐个
研究，确保操作合规合法，真正让三方
实现共赢。”彼时的珠海街道卯足了劲
儿准备克服所有困难，分别同三方沟
通交流，输出企业、输入企业和员工也
都畅所欲言，纷纷说出自己的顾虑。

“员工要是不想回来了，我的企业如何
复工？”“员工跨界工作，如何胜任新岗
位？”“上下班途中如何进行疫情防
控？”……
　　作为“共享用工”模式的先行者，
如何为模式行稳致远打下基础，珠海
街道责任重大。
　　“‘共享用工’并不是一种标准的
劳动关系，其中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就
要靠签订合作协议来进行明确。”经过
街道及协会的反复讨论研究，一份需
要输出企业、输入企业、员工、西海岸
新区公共就业服务协会共同签订的

“共享用工四方协议”出炉，这份协议
里囊括了对所有可预见的问题的解决
方式：输出企业缴纳社保，输入企业为
职工支付工资、购买意外险，不改变原
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等。
　　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
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服务的通知》，对
共享用工期间的工资发放、工伤责任

等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说法，而珠海街
道拟定的“共享用工四方协议”则是走
在了前列，为接下来的合作提供了一
个可参考、可复制的样本。
　　值得一提的是，为保障输出员工
能胜任新工作，珠海街道在协会网站
为输入企业及员工开辟了一个线上面
试及培训平台，确保输入的员工能完
成工作；街道还为员工争取到了每天
100元的交通补贴，用于补贴疫情严重
时工人上下班开车的费用。
　　“疫情下催生的‘共享用工’模式还
只是一个简单的1.0版本，如何发挥‘共
享用工’按需分配机动灵活的特性，在
疫情结束后成为企业常态化用工模
式？”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
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张冰子来我
区调研“共享用工”模式时，对模式做
了精准点评和未来工作方向的建议，这
与珠海街道当下所做工作不谋而合。
　　“1.0版本的‘共享用工’虽诞生于
疫情期间，但经过完善后它已经可以
为未来任何特殊时期的用工需求所借
鉴。”王桂玲说，疫情平稳后，珠海街道
就开始了“如何让共享用工模式常态
化”的积极探索，并探寻它更加弹性、
灵活的可能。

　　从8月1日起，珠海街道开始在辖
区企业中开展后疫情时代企业情况问
卷调查，通过对企业性质、人数、订单
情况、人员情况、有无裁员计划等内容
的调查，及时了解企业，尤其是规模以
上企业后疫情时代订单和人员变动情
况，帮助企业在经营和人员问题上提
前做出预案。
　　在走访中，街道工作人员尤其注
意了解企业的用工情况、生产淡旺季，
并向企业负责人介绍“共享用工”模
式。“珠海街道传统企业居多，许多行
业有淡旺季，淡季时，如果要保持旺季
时的人力规模，企业用工成本会增加；
旺季时，可能面临无法迅速组织员工
的困境。”王桂玲说，对企业用工需求
而言，灵活用工的模式在未来可能会
成为一种趋势。
　　作为共享用工的诞生地，珠海街
道虽然吃了“第一只螃蟹”，但如何让
螃蟹更好吃，正是践行西海岸先行先
试精神的探索和实践。而珠海街道仍
在继续，努力让人的共享变得更高级、
灵活，让街道政府的服务效能发挥得
更贴近、充分，为应对疫情甚至未来可
能出现的任何影响重大事件，提供一
个更先进的“共享用工2.0方案”。

  □记者 董梅雪
　　通讯员 李国华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西海岸新区出租
车车主朱女士和韩先生分别从区交通
运输局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期盼已久
的道路运输证，多年的诉求终于得到
解决，两人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巡
游出租汽车。至此，全区出租车改革任
务圆满收官。
　　2019年6月，全市出租车改革正式
开始。按政策规定，所有挂靠经营的出
租车“五证”（即工商营业执照、道路经

营许可证、机动车行驶证、经营权证
明、道路运输证）应全部确权给实际出
资车主。但新区一家出租公司有22辆
客运转营运的出租车，因历史遗留问
题，一直未能办理确权手续，影响了全
区出租车改革进程。
　　“2006年开始，该出租公司部分农
村班线客运车主因效益不佳，通过不
同渠道反映问题，要求置换出租车。但
当时并没有相应的置换出租车政策。”
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张守权说。
　　为维护行业稳定，该出租公司决

定以大局为重，将公车公营出租车指
标让利给22名客运车主，同意车主自
己购买车辆挂靠经营，每月向公司缴
纳一定费用。2019年全市出租行业改
革政策出台后，22辆客运转营运车主
又多次提出意见，要求按照市出租车
改革政策，对所属车辆进行确权，但该
出租公司以公车公营指标为由，不同
意确权。尤其是朱女士和韩先生的两
辆出租车，与公司之间尚有遗留问题
未解决，矛盾尤为突出。
　　针对这种情况，为平衡企业和车

主双方利益，在对该事项进行了深入
调查了解后，区交通运输局不回避矛
盾，不害怕麻烦，奔着问题去。通过反
复做工作，申请了专项补偿资金，用于
解决公司历史遗留问题。在办理22辆
出租车确权过程中，多次组织双方沟
通调解。因双方分歧较大，调解过程非
常艰难，区交通运输局抽调精干力量，
10余次到企业讲政策、做工作。最终，
包括矛盾最为突出的朱女土和韩先生
的两辆出租车在内，22辆客运转营运
出租车成功办理了确权手续。

一张运输证暖了车主心
区交通运输局为22辆客运转营运出租车办理确权手续

先行先试，让“共享用工”常态化
——— 西海岸的“共享用工”模式进化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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