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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务关系的历史可追溯数千年，其本身也是复杂多变的。本文讨论其定义和特

征，借以区分其与承揽关系来对劳务进行认识。承揽本身需要提供一定劳务，

所以无法仅从劳务完成的角度对承揽与劳务进行区分。且承揽关系和劳务关系

的特点十分相近，但两种关系的法律效果不同，雇主责任也不同。如果法律责

任不够明晰，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问题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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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务概要

（一）劳务发展

在有记载的资料中，几千年前就出现了传统的“雇佣”。雇佣关系是人类

社会身份和职能发生的一种流变，人们开始为他人劳动而获得属于自己的财产，

一部分人通过雇佣他人来为自己获得更大的价值和效益。这一切的根源是生产

能力的提升，贫富差异开始显现，私有制萌发。在这种贫富差异下，劳动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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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商品。这种分化产生了传统的就业和劳务。

工业化时代到来，传统模式解体。劳动变成聚集式，工厂建立在贸易便利

的地方，工人必须迁移至工厂集中作业，雇工群体占了社会主要阶层的绝大部分，

对应的雇主只占主要阶层的小部分。在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代，雇佣关

系再一次开始分化，在工业化催生下产生的，就是新的“劳动关系下的雇佣”。

在这种特殊的时代、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新演化出的劳动关系的雇佣便自然地

与旧有的“民事劳务关系的雇佣”相区分开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在不同

的场合中利用 a。对于长久以来传统劳作模式改变的冲击，相较于劳动法的出现，

法律的应对第一次滞后了。

社会经历了传统劳务，工业化经济后，到现在发展为全球数字经济。传统的、

标准的劳动关系已经开始逐渐弱化，而又由短期、不固定的劳务关系填补了这

一空缺。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劳务关系广泛衍生，出现了非传统型劳务关

系（如代驾、网约车、外卖骑手等，暂称为新型非典型服务合同关系）。这种

新型劳务关系往往同时包括劳动关系、承揽关系的特点等。学者们也意识到，

并多次发文发声，意将诸多非典型服务合同立法化，其中就包括新型非典型合同，

但从《合同法》到《民法典》发展的时间里看，民法典新增加的有名合同屈指

可数。再一次，对于新的非典型服务合同带来的挑战，法律仍然没有及时应对，

无法从根本上保障劳务提供者的权益。

（二）我国对劳务的认识

社会上普遍将标准劳动关系以外的用工形态一概称之为“劳务关系”，

或将其完全排除在法定劳动标准适用范围以外，或简单归于劳动关系 b。目

前，《民法典》中已对此给出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合同编主要适用于相对

传统简单的买卖关系，很难适用于新型非典型劳务合同法律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较常被用作法律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人身损害赔

a　［英］史蒂芬·哈迪．英国劳动法与劳动关系［M］．陈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90．

b　康亚寒．退休人员用工关系认定——基于特殊劳动关系说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的冲

突［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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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司法解释》时列举的六项参考因素。a从中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支配和隶属

关系起到了关键性的判断作用，其他几个因素也应当配合起来，综合性地考察

当事人与单位之间的关系。b其实，并非每个劳务关系都必须完整地具备上述所

有参考要素，其往往只具备上述一个或几个特征。但是仍然不能孤立地看待其

中的任何一项因素，而应该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起来看待。因此，如何正确界定

劳务、承揽等用工关系，解决司法实践认定、裁判不一致的难题显得尤为迫切

和重要。

二、劳务的定义与特征

我国通常语境中所常用的劳务关系，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定化的、具像化的

准确说法。它经过了一定的抽象和概括，以便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时更加

便利，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惯例和习惯，约定俗成下采取了这样的一种称谓。

一般来说，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在协议中约定由本人向用工者提供一定的劳动

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特定性的；协议采用的方式，在实

践中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用工者需要向劳动者支付酬劳，这是一种有偿的法

律关系。c

劳动关系通常具备以下特征：

（1）主体广泛性和平等性。劳务合同的主体并没有做较大程度的限缩，是

较为宽泛的，除了常见的自然人、法人等，外国组织也包含在内，具有广泛性。

同时双方地位平等，双方应根据《民法典》公平原则签订合同。

（2）合同标的特殊性。劳务关系中的客体，也就是劳务合同的标的，是有

a　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列举了六个参考因素：（1）是否存在

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2）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3）是否限定工作时

间；（4）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还是定期给付；（5）是临时、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还是长期、继续性

提供劳务；（6）当事人一方提供的劳务是否构成合同相对的义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

b　黄松友．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c　李长健．论劳动关系的异化：兼论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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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提供的劳务服务。这是一种无形的标的，且具备人身依附性，与一般的

金钱、财物有显著的区别。不同的劳务合同根据其性质区别仅在于其对劳务行

为要求不同。

（3）内容的任意性。合同双方当事人按照自愿、等价有偿原则决定合同内

容及相应条款，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就是有效的。

（4）合同是双务合同、非要式合同。通常一方当事人须向另一方提供劳务，

另一方须向提供劳务的当事人支付报酬或费用。因此，劳务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

大部分劳务合同因为工作简单、周期短，并不一定需要签订书面合同，因此属

于非要式合同。

三、劳务与承揽的区别

（一）何为承揽

《民法典》第七百七十条明确规定了承揽合同的定义 a。由其可知承揽合同

侧重关注是否按约定完成并交付劳动成果。从这个定义上不难发现，承揽行为

本身就是一项劳动的完成、一项劳务的提供，只是其服务性质、内容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典型性，因此被《民法典》类型化，便于实践中的运用，以及与其

他相关法律关系进行区分。

承揽关系和劳务关系如何进行区分向来是司法实务中的常见问题，《民法典》

收录承揽合同，并根据特性为当事人规定了较为具体的权利义务。

（二）依据特征区分

（1）二者的合同目的不同。任何一种合同关系，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基于

一定的目的达成，并具有使其受法律约束的意思。承揽合同的主要目的，是

定作人希望承揽人按照其约定的内容完成并交付工作成果，这一工作成果有

很多具像化、特定化的要求，如外形、规格、质量等，工作成果是具有重要

a　《民法典》第七百七十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

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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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然而在劳务合同中，接受劳务的一方更关注劳务的过程，在结果上

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和关注，只要完成劳务，接受方则必须支付约定好的

酬劳。但在承揽合同中，如果工作成果不符合合同约定，则承揽人不享有其

报酬请求权。

（2）不同于劳务关系中的支配与被支配，承揽关系中双方法律地位平等。

从法条的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承揽人完成一定的工作指工作成果，对其工作

过程，定作人不应过分干预。《民法典》第七百七十九条对此明确予以规定。a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人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并

不存在劳务关系中那样强烈和鲜明的支配地位。

（3）承揽人具备独立性。尽管承揽合同对定作人期望得到的工作成果有比

较明晰的约定，但是这也恰恰说明定作人的意思更多地约束工作成果，而对于

承揽人具体的工作过程，如时间、方式，没有太多约束和限制，对此承揽人可

以自由安排。这一工作过程也不受定作人的监督、审查。

（4）承揽关系具有人身专属性。《民法典》第七百七十二条对此提出的要

求是，原则上，承揽工作必须由承揽人独立完成。未经定作人许可，不可擅自

转交他人，这种劳务与人身的紧密结合性就是一种人身专属性。这一特征也与

承揽合同更多关注工作成果而不是工作过程有关。正是因为定作人对于工作成

果有明确的要求，而约定的工作成果能够达成与否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承揽人的

工作水平、经验、技术条件等方面，不允许承揽人随意转交工作，以维护定作

人的利益。这也是民法中公平原则、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

（5）劳务关系中，雇主承担侵权责任，并可向有过错的劳务提供者追偿，

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独自承担侵权责任。由于承揽人的独立性，承揽人在交付

前的工作内容、工作成果由自己支配和掌握，这也符合谁控制风险，谁承担责

任的原则。因此，在承揽在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由承揽人独立承担责

任，此责任不能延及至定作人。

a　《民法典》第七百七十九条规定“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定作

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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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本文结合社会发展规律，研究了承揽的特征，其与劳务最核心的区别，明

确了两种法律关系属性及差异。以期能有效区分两种合同关系，更利于划分权责，

对各方提供准确、适当的保护，减轻社会矛盾。

On Labor Service Development and its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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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labor relation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is also complex and changeab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service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 The contract itself needs to provide certain labor services, so it is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ontract and the labor services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tion of labor servi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act relationship and the labor relationship are very similar, but the legal 

effects of the two relationships are different, and the employer’s responsibilities 

are also different. If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is not clear enough, there will always 

be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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