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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非正规就业也很体面
曾毅红

非正规就业主要指广泛存在于

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中的，有别于

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包括非正规部

门里的各种就业形式和门类，如个体

户、街头摊贩、钟点工等；正规部门

里的短期临时性就业 、非全日制就

业、劳务派遣就业、分包生产或服务

项目的外部工人等，即“正规部门里

的非正规就业”。在我国，正规与非正

规就业的分割既是体制性原因造成

的，也是劳动力市场自身运作的结

果。改革开放后，非正规就业起初只

是为计划性的正规就业发挥拾遗补缺

的作用，吸纳政府通过体制内无法

“包” 下的那部分城镇居民，解决其就

业和基本生计问题。自上世纪 90 年代

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步伐的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大量

转移，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

发展对经济结构和企业经营机制所产

生的迫切调整的要求，非正规就业获

得了迅速发展，它与正规就业之间的

关系已不能用简单的 “拾遗补缺” 来

概括了，它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超过了

正规就业。
目前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已经证

明，非正规就业不但能缓解就业压

力、满足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就业需求

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而且有助于

增强劳动力市场弹性、促进企业科学

经营和减轻社会贫困。但是，我国的

非正规就业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非正规就业面临不利的政

策环境。突出表现在非正规就业人

员，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组织，在强资

本弱劳工的形势下，很难得到银行信

贷支持和享受到税收方面的优惠、自

我创业缺乏经营场所以及创业培训、

市场信息等项服务。
二是制度性障碍严重影响非正

规就业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各项社

会保障制度在缴费办法、待遇享受、

管理服务等诸多方面都是依据正规就

业设计的，不适应于非正规就业的情

况和特点，致使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

社会保险的比例极低，或者已有的社

会保险关系出现中断，大多数人游离

于社会保障范围之外。农村剩余劳动

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从事非正规就业

更是遇到强大的制度性障碍。正如胡

鞍钢教授所指出的 “劳动力市场中的

制度性障碍（ 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

度等）严重地制约着劳动力在部门之

间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自由流

动，这种障碍成为制约我国就业模式

非正规化发展的最大的障碍，也成为

了我国失业率攀升、 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保持较高水平的主要原因。”

三是非正规就业从业者的合法

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于缺乏能够

维护其利益的组织以及劳动力供大于

求等原因，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地

位较低，工资报酬达不到最低工资标

准、被拖欠克扣工资、超时工作、享

受不到社会保险、劳动和安全卫生条

件恶劣、随意被解雇、人格尊严得不

到维护等问题比比皆是，而现行法律

对此缺乏有效约束。
上述问题使非正规就业常常被

视为一种 “不体面的就业”，影响了非

正规就业的发展。因此，我国政府应

当采取积极的措施改善非正规就业状

况，促进非正规就业成为体面就业。
（一 ）加快非正规就业的法律和

制度建设的步伐。

在很多人眼里，非正规就业是

“不体面的”，这种被扭曲的观念的形

成，根本原因是非正规就业者的合法

权益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护。一定

要从解决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度来

认识发展非正规就业的意义，为其正

名定位，制定相关法律制度，采取切

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和促进非正

规就业的健康发展。
（二 ）实行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以满足非正规就业的需要。一是社会

保障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应突出对非正

规就业群体的关注，以示社会的公

平。二是实行低标准准入制度对非正

规就业群体应降低社会保障的准入门

槛，以提高那些年老、健康状况较差

者的参保能力和那些年轻、健康状况

良好者的参保意愿。例如，可以规定

非正规就业人员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和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费用，不再为

其建个人账户，这样可使其所缴费用

比现行政策降低负担 10% 左右。三是

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灵活性。允许并

鼓励非正规就业者以个人身份参保，

在险种、费率、年限等方面设计多种

不同方案供其选择。不同群体对社会

保险的需求是不同的，比如“4050”

人员很看重养老和医疗，而对农民工

尤其是建筑、煤矿等行业的农民工来

说，工伤保险则是最急需的。还应简

化参保程序，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便

利，如与银行合作，让商业银行通过

储蓄代扣的方式为参保者完成缴费事

宜等。四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

步实现城乡统筹。我国的社会保障主

要覆盖城镇的正规部门，但社会保障

应当是全民的，所以从发展看，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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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所有非正规就业者。五是提高社会

保障工作的信息化程度，尽快实现全

国社会保险关系信息的互联互换，以

利于解决工作稳定性差的非正规就业

者社保关系接续难的问题。
（三 ）建立和完善适应非正规就

业特点的公共服务体系。非正规就业

者很渴望得到职业介绍、就业指导、

创业 培训 市场信息 信贷担保等项

服务，而目前的服务体系尚不完善，

尤其是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提

高，以 职业培训为例，一些培训或者

门槛太高、或者弄虚作假，并不能有

效提高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技能和就

业竞争力。所以，要加快推进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的社会化，充分引入竞争

机制，实现政府监管、扶持与市场运

作的 有机结合，应当特别重视非正 规

就业人员在创办小型、微型企业和从

事个体经营遇到的种种问题 ，在政

策、资金、管理等方面给以大力扶

持，如降低贷款门槛、落实税收优

惠、提供适当的经营场所等基础设施

服务以及创业培训等。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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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燕山脚下的迁西县境内，

那里的土地富含铁，适合生长板栗，是“京

东板栗”的主产区。家乡的板栗营养丰富，

能强筋壮骨，口 感也好，生吃香、甜、脆；

熟吃润、滑、软，有一种甜甜的、糯糯的感

觉。栗子的吃法很多，生吃、风干了吃、煮

着吃、炒着吃、炖鸡吃、炖 肉吃……日本

人最爱吃，不知从什 么时候 开始，家乡的

板栗一直出 口 日本。家 乡的栗子树长在沟

沟叉叉 里，长在坡坡梁梁上，漫山遍野。
给家乡人带来财富，但更多的是带来无尽

的 美。栗子树需求很 少，可给 予人们的却

太多、太多。
春天，她 不 象杏树、桃树、梨树的花

那样，争相开放。她 不与百花争妍，默默

地守候 着、享受着春天。春天快过去了，

她 才慢慢醒来，舒展婆娑的腰枝，用她 积

蓄了一冬、一春的营养和气力孕育的生命

悄悄地钻出嫩 芽，慢慢的长成绿叶。由于

山里植被好，空气干净，嫩绿的叶子一尘

不染，油油的、滑滑的、光光的，就象婴儿

的脸蛋让 细 心 的妈妈给抹上 了乳液 ，让人

想用手去摸一摸却又 不忍心 ，怕碰 着了。
那油光的翠绿笼罩着整个山村，笼罩层层叠叠山 沟和山

坡，空气清新极 了。如果你这时候到了这里，你的灵魂

会得到净化 ，你的心 情会得到放松。
到了夏天，大概六 月中上旬的时候，栗花就开了。

树上挂满了毛绒绒淡黄色的七八寸长的小条条，她没有

多漂亮但她 香得浓郁、香得热烈是没法形容的。栗花开

的时候，整个村子，整个乡镇都笼罩在浓浓的香气里，

人人都在享受着香熏。如果在栗花盛开的时候，你在这

里住上十天半月，她把你的肌肤和身心都沁透了，你身

上半年内都会带着这种花香。被栗花熏过的女人，尤其

是年年享受花熏的女人，都有着栗花一样朴实的外表和

心 灵，她 们把浓浓的爱给 了她们的丈夫和儿

女，她们任劳任 怨，永不知疲倦地经营着她

们的家，也经营着这漫山遍野的栗子树。我

的妈妈、婶婶们都是被栗花熏，年年被栗花

熏的女人。山里的 男人能吃苦、能干活、能

养家，给栗子树剪枝就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

体力活，也是体力很强的技术活，几乎所有

的成年男子都会。但这里的男人脾气大，男

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们发起脾气来，

孩子老婆都吓的远远的，可到了 栗花开的时

候，他们也变得温和起来，在忙 累 了一天之

后，一家人沐浴在花香中坐在院子里吃晚饭

时，他们的脸上少了些威严多了些温情，家

庭充满了和谐，山里的孩子在这时候会享受

到 父 爱。栗花呀真是神奇。每年的这个季

节，养蜂的人们会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放

蜂，栗花蜜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给他们

的生活带来甜 蜜、快 乐和幸福。
栗子的果实也煞是好 看，他像刺猬一

样的满身带刺，但被绿 色的外衣包裹着，一

般是三胞胎。到了秋天是他成熟的季节，外

面的胞衣开了，里面露出象玛瑙一样漂亮的

果实，就是栗子。如果你不用竹竿去打，他

自己会在瓜熟 蒂落的 时候掉在地上 ，在微微的秋风 中，听

着栗子吧 嗒吧 嗒 落到地上的声音，绝对是世界上最美妙

的音乐。人们把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地上的栗子捡起来，用

他们特有的方法精心 地保存起来，等到秋后 卖出去（ 这里

的栗子主要是出口 到 日本 ）。他 们就有了收入，孩子上学

的学费有了，全家人的吃穿有了，老人看病、吃药的钱有

了 ，儿子娶媳妇、闺女 办嫁妆的钱有了，攒上两三年盖新

房、盖楼房的钱有了。有了栗子就有希望，就有奔头，这

奔头连接着幸福、连接着小康。啊！家乡的栗子树，漫山

遍野的栗子树！
（作者单位：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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