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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小哥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都略顯謹慎，
雖然辛苦，但仍珍惜這份工作。但為了「搶時
間」，他們不得不挑戰交規和自身人身安全，
同時也呼喚制定保障權益的行業標準。

雖然如員工經常光顧外賣平台的泉州某公司
負責人杜小姐提醒，外賣小哥要注意安全，消費者也應多予理
解，但除此之外，更應該多一些實質性的保障。接受採訪的凌
晨，臨近分別，老張有些沒底氣地說，希望平台能給騎手多一
點時間，每單單價能更有保障，意外險一定要有。但現在，老
張他們奢望最多的，只是餐送達時客人一聲熱情的謝謝。

每位騎手依附於平台，但平台何嘗不依靠騎手？或許外賣
企業更需要思考如何改善勞動者工作條件，讓勞動者可以更
有尊嚴、更有體面的保障。系統先不先進，使用者最有話語
權，若能給騎手開放一定權限，讓騎手可對平台和系統運行
提出合理、建設性改進意見建議，幫助完善平台和系統，短
期內則可更好地兼顧效率和人性。

對於政府監管部門，每日跑在路上、傷在路上的外賣騎手，
更不可視而不見。加強行業監管和引導規範，則能使行業和從
業者能夠更加健康、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美團的「實時智能配送系統」被稱
為「超腦」，餓了麼則取名為「方
舟」，據稱是AI智能算法深度學習能
力的體現。但就如有評論中說：對於
實踐「技術進步」的外賣員而言，這
可能是瘋狂且要命的。

超時意味差評 超速唯一選擇
據了解，從顧客下單的那一秒起，

系統便開始根據騎手的順路性、位
置、方向決定派哪一位騎手接單，訂
單通常以3聯單或5聯單的形式派出，
一個訂單有取餐和送餐兩個任務點，
如果一位騎手背負5個訂單、10個任
務點，系統會在11萬條路線規劃可能
中完成「萬單對萬人的秒級求解」，
規劃出最優配送方案。
在系統的設置中，配送時間是最重要

的指標，而超時是不被允許的，一旦發
生，便意味着差評、收入降低，甚至被
淘汰。「用超速、逆行、闖紅燈去挽回
超時」，成為騎手們個人力量對抗系統
分配時間的唯一選擇。「若被平台發現
虛假報備或者虛假配送，都要被罰
錢。」25歲的四川騎手李樂說。

「節假日，甚至一場大雨，就能輕
易打亂這個系統。」陳小姐的丈夫經
營一家烤魚店，從殺魚到烤好正常要
半小時，難以在平台要求中找到契合
點。於是，他們與跑腿公司合作：
「催單是正常的，等太久了要麼就送
瓶飲料，要麼無奈讓客人取消訂
單。」

評級決定生死 牽連全配送站
在《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文章

裏說，對於外賣配送站，騎手們的超
時率不得高於3%，如果達不到，站
點的評級將會下降，整個站點的配送
單價也會下降，包括站長、人事、質
控等在內的所有人，甚至與站點相關
的渠道經理、區域經理，收入都會受
到影響。每年年末，站點還要面臨美
團和餓了麼平台的考核，每個區域內
考核排名後10%的配送站，會面臨淘
汰的風險。
而正是這套看似先進、背後卻是冷

冰冰的系統，在維繫着所有「工蟻」
的運作。多少騎手依附在這個系統，
或許沒有哪個平台能說得精準。

近日，福建福州一名外賣小哥送快遞，途中一腳踩空滾下樓梯身亡。類似悲劇近來連續發生，

加之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文章在網上熱傳，引發社會輿論發酵。在平台系統和

算法的壓力下，外賣騎手每天都在違反交通規例，與死神賽跑，「外賣員高危職業」成了網絡探

討熱點。因應當下輿論關注，平台方新增「我願意多等5分鐘/10分鐘」、「彈性8分鐘」等功

能，希望能予騎手多一點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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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12點時許，河南人老張把電
動車停靠在福建泉州某餐廳前路

邊，點着煙刷手機。這是他每天裏最
悠閒的時光：路最好跑，騎手少單集
中，關鍵是每單多一塊錢。隨着手機
新接單任務提示音響起，老張趕緊掐
滅煙，衝進餐廳取餐，清點，再風一
般走出餐廳，騎上電動車，消失在茫
茫夜色中。

半數人入不敷支
9月23日午夜，香港文匯報記者隨
老張出行，體驗外賣騎手生活。這一
單並不太遠，但記者在後面仍追得有
點吃力。沒多久，「風一樣」的老張
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累啊。」老
張索性把平台關了，他每天都能維持
在50單左右。
老張其實並不老，憨憨厚厚30歲，
兩年多外賣小哥生涯風吹日曬雨淋，
讓他在夜色中更顯老。
福州外賣小哥的事故，老張以及身
邊的幾位騎手都沒聽說。或許在時間
壓迫下，多於3公里距離的事，已超
出他們的認知範疇。「一個多月前

吧，一個騎手送餐路上被
車撞了，開顱。」老張
當時從身邊經過，但
不敢停下來，「那單
送達時剩7秒，趕緊
點已配送。」
哪 怕 如 此 「 冷

血」快跑，月入過萬
正在變成虛幻。華中
師範大學社會學院鄭廣
懷團隊發布的研究報告顯
示：月收入在一萬元以上的外
賣騎手僅佔比2.15%，而有53.18%的
受訪者反映，目前的收入並不能滿足
家庭開支。
更多的消費者則希望他們再快一

點。「還在規定時間裏就催單，超時
了被罵被投訴更是不計其數。」一
次，老張送餐忘了給顧客帶可樂，不
僅被罵，還被投訴了，「說我態度不
好，被罰200元（人民幣，下同）。
沒地方講道理。」

搏命者大有人在搏命者大有人在
報道顯示報道顯示，，20162016年年33公里送餐距離公里送餐距離
的最長時限是的最長時限是11小時小時，，20172017年變成了年變成了
4545分鐘分鐘，，20182018年又縮短了年又縮短了77分鐘分鐘，，定定
格在格在3838分鐘分鐘。。2012019年，中國全行業外中國全行業外
賣訂單單均配送時長比賣訂單單均配送時長比33年前減少了年前減少了
1010分鐘分鐘。。系統不斷吞掉時間的背後系統不斷吞掉時間的背後，，
是外賣騎手與死神賽跑是外賣騎手與死神賽跑、、和交警較和交警較
勁勁、、和紅綠燈打架的現實和紅綠燈打架的現實。。
雖然一單差了幾毛錢雖然一單差了幾毛錢，，但仍有人接但仍有人接
單跑單跑。。老張認為老張認為，，這就是系統的邏這就是系統的邏
輯輯：：有的是人跑有的是人跑，，有的是人拚命有的是人拚命。。
「「我每天我每天77點到倉庫點到倉庫，，分到的件要在分到的件要在22
小時內送完小時內送完。。如果中間有快遞訂單需如果中間有快遞訂單需
要在規定時間內去接要在規定時間內去接，，送件人如果磨送件人如果磨
蹭將影響全部訂單派送蹭將影響全部訂單派送，，每天都過得每天都過得

很焦慮。」某大型快遞公司
小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平台方只管收益，
其員工基本屬勞務派
遣，「為了規避稅
收、安全問題。」而
所有的裝備，車要自
己買，工服、安全帽
等則需向平台購買。
沒開工前，老張就投入

了將近7,000元。

騎手盼獲意外險
近期，外賣平台新增了「我願意多
等5分鐘/10分鐘」、「彈性8分鐘」
等功能。「新功能出現說明大家都在
關注這個群體，也希望平台、商家、
消費者都換位思考。」某高校大三學
生吳文傑今年暑假跑了2個月外賣，
賺了4千多元。日常送餐過程中，他
雖然遇到過遲到、差評、投訴，但如
果能及時溝通，說明原因，消費者基
本都會諒解。
加速加速再加速，導致外賣員的交

通事故急劇上升。全國人大代表、福
師大經濟學院院長黃茂興認為，作為
外賣小哥來說，怎麼注意安全、特別
從行業安全生產等方面加強監管，仍
需跟上。對此，香港文匯報記者嘗試
聯繫平台方，但要麼未有回覆，要麼
婉拒採訪。
凌晨三點，老張點了份炒飯，這是

他的晚餐。「每天客人能比較熱情說
聲謝謝，我們就知足了。」在「不知
道明天還是意外哪個先到」前，他也
希望平台能給騎手買意外險。吃完
飯，凌晨3點半，老張慢慢騎車回家。
不遠處，一桌外賣騎手仍在喧嘩着

喝酒，似乎在發洩着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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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上海「餓了

麼」騎手在非機動車道超速，

撞倒上海急診泰斗李謀秋，李

謀秋搶救1個月後去世。

◆2019年5月，江西一名外

賣騎手因急着送外賣，撞上

行人致其成植物人。

◆2019年6月，成都一名騎

手闖紅燈時撞上保時捷，右

腿被當場撞飛。

◆2019年6月，河南許昌一

個外賣騎手在機動車道上逆

行，被撞飛在空中旋轉2圈

落地，造成全身多處骨折

◆2019年11月，浙江外賣小

哥楊某車速過快撞上行人，

楊某受傷送院救治45天，經

診斷為腰椎體爆裂性骨折伴

骨髓水腫。

◆2020年3月，深圳外賣小

哥張某與小轎車發生碰撞，

張某當場死亡。

◆2020年9月16日，北京外

賣小哥撞上百萬路虎（Land

Rover）豪車，車損5萬。

◆2020年9月19日，福建福

州一名外賣小哥送快遞，途

中一腳踩空滾下樓梯身亡。

內地平台系統壓縮送餐時間
騎手無奈超速盼保障與諒解

智能規劃配送
孰好孰壞難定

在跟老張聊的時候，不時匆忙而過的外賣小哥都說老張「瘋了」。「好
幾次急剎車，車胎跟地面擦痕拉了好長。」老張自己也說，為了趕時間，
顧不上。
老張的老婆在老家養胎，再過兩個月迎接他們的第一個寶寶，得回去幫
忙照顧。老張愁的是，因為疫情，本來重回崗位的時間就晚，現在只能拚
命跑。為此，他像大多數專職外賣小哥那樣，花2,000元給自己的電動車
加裝了一副鋰電池：讓自己跑久一點。

交通＋電梯影響送餐時間
「沒得選啊。」與不少騎手類似，老張初中畢業，相比進工廠，送外賣
的收入會高一點。扣除房租，只能在日常花銷上一省再省，「為了給孩子
省點奶粉和尿布錢。」騎手們聚在一起也罵平台、罵老闆。「狗屁智能，
商家出餐快慢，路上交通情況，小區電動車讓不讓進，尤其疫情期間都要
登記，電梯快慢、要不要每一層停，客人開門時間快慢，都影響送餐時
間，我們只能在路上拚命趕。」老張抽着煙，「幸運的像我，只是剎車痕
長一點，不幸的就像他（被撞開顱的小哥）。經常在路上跑，誰能保證不
出事。」
老張最糾結的是餐廳出餐慢。「騎手跟商家的衝突基本都是出餐慢。『優
選』超時20分鐘扣3塊，其他平台也差不多，超時越多就層層疊加，讓你不
敢慢，也不能慢。」一直喊累的老張形容自己是「工蟻」，在夾縫中生存。

餐廳出單慢 騎手要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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