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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实地调查，通过对3 120位中低层灵活就业群体就业人员的基本现状进行描述，揭示和分析中低 

层灵活就业群体就业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 出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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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 究 的背景 与方 法 

随着 我 国产业 结构 的调整 、企 业经 营管理 方式 变革 、科 学技术 发展 以及人 们 

就业 观念 的变 化 ，灵 活 就 业 已成 为 我 国城镇 就 业 形 式 中不 可 缺 少 的重要 部 分 。 

灵 活就业 群体 中的中低层 人员 是就 业 的弱势 群体 ，为 了更 好 地解决 其就 业 ，缓 解 

就业压力 ，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 ，本文对就业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为政府采 

取相 应 的政策 提供参 考 。 

本文是 在对 我 国 中低 层灵 活就 业群体 调查 的基 础上进 行 的研究 。课 题组 根 

据对 中低层灵活就业者在各行业所 占比重 的估计发放 了问卷 ，同时兼顾 了各省 

市 的经济 发展 状况 和所有 制形 式 ，回收 问卷 涉及收 购 、擦 鞋 、安装 、装 修 、修理 、运 

输、搬运、建筑、家政 20多个行业。调查采取问卷 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共发放 

问卷 3 400份 ，问卷的发放覆盖了除台湾、西藏和上海 以#l-的各省份，收回3 320 

份 ，回收率 97。6％ ；其 中有效 问卷 3 120份 ，有 效 回答 率 91．8％ 。课 题 组用 SPSS 

统计 软件x,-t数据 进行 了分 析处 理 ，x,-t其 中 的问题进 行 了分 析说 明。 

二 、调研 的结 果与分 析 

(一 )样本 基本 情 况 

其一 ，被 调查者 以男 性 为 主 。男 1 940人 ，占 62．2％ ；女 1 144人 ，占36．7％ ； 

未 回答者 36人 ，占 1．1％ 。 

其二 ，高 中及 以下 文 化 程 度 居 多 。文 盲 119人 ，占 3．8％ ；／J,q：603人 ，占 

19．3％ ；初 中1 314人 ，占 42．1％ ；高 中或 中专 798人 ，占 25．6％ ；大专 及 以上 230 

人 ，占 7．4％ ；未 回答者 56人 ，占 1．8％ 。 

其三 ，已婚 人数 占半数 以上 。未婚 者 885人 ，占 28．4％ ；已婚 者2 084人 ，占 

66．8％ ；未 回答 者 151人 ，占 4．8％ 。 

其 四 ，被调 查者 以进 城 务 工 的农 民 为主 。在 回答 “从 事 非 固定 工 作 之 前 所 

在单 位 ”时 ，务 农 1 249人 ，占 40．．1％ ；企 业 工 人 602人 ，占 19．3％ ；没有 工 作 过 

593人 ，占 19。0％ ；其他 543人 ，占 17。4％ ；131人 未 回答 ，占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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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低 层灵 活就 业群体 就 业 的基 本 情况 

1．务工 信息 来源 

调查显 示 ，有 73．8％ 的人 靠 亲朋 好 友 获 得 就 业 

信息 ，12．4％ 的 人 靠 职 业 介 绍 所 获 取 就 业 机 会 ， 

17．6％ 的人 在 街 头 揽 活 ，28．2％ 的 人 通 过 电视 、报 

纸 、网络获得 就业 信息 ，10．2％ 的人通 过 参 加招 聘 会 

找 工作 ，13．6％ 的人 选 择其 他 方 式 实现 就 业 。可 见 ， 

他 们 大 都选 择 亲朋 好 友 介 绍工 作 ，较少 通 过 职 业 介 

绍 所等 中介 机构 找 工 作 。在 回答 “职 业 介 绍 所 对 找 

工作 是 否重要 ”时 ，78．6％ 的人 认 为 “不重 要 ”，其 主 

要原因是“费用高”、“担心受骗 ”、“成功率低”。据 

统计 ，他们 中有 21．4％ 的人 曾经受过职业介绍所的 

欺骗 ，再加之费用高 、成功率低、容易上 当受骗 ，使他 

们对 职业 介绍所 望 而却 步 。 

2．单 位性质 和 职业yj,-布情 况 

被调 查者所 在 单 位 的性 质 ：国有 占 8．8％ ；集 体 

占 4．4％ ；民 营 占 7．1％ ；私 营 占 33．8％ ；个 体 占 

28．6％ ；其他 占 6．4％ ；11．O％ 的人未 回答 。可见 ，他 

们中的大部分在非“铁饭碗”的私营和个体性质单位 

就业 ，这 些 单 位 的 工 作 稳 定 性 远 不 如 国有 、集 体 单 

位 ，还会 带来 工 资缺乏 保 障 、经常 失 业 等 问题 。从 职 

业 yj,-布看 (下 表 )，中低 层 灵 活 就 业 者 在 服务 业 尤 其 

是劳动密集 型服务业的 比例相 当高 ，这其 中包括餐 

厅业 、保 安保 管 、家 政 服务 、企事 业单 位后 勤 服 务 、休 

闲类 服务 等 行 业 的人 员 。这 些 行 业 技 术 含 量 很 低 ， 

大 多是体 力劳 动 ，社 会地 位 低 ，就业 波 动性 大 。 

3．工作 变换 情 况 

中低 层灵 活就业 者 的工作 变换 非 常频 繁 ，劳 动 

表 职业分布情况表 

关 系短期 化趋 势 明显 。调查 显示 ，换 过 1—2次工 作 

的 占 25．8％ ；换 过 3—5次 工作 的 占 33．7％ ；换 过 5 

次 以上工作 的 占 30．8％ ；没 有 换过 工 作 的 占 9．7％ 。 

由于 他们文 化 层次低 ，专 业技 能 缺乏 ，只能从 事 低 层 

次 的灵 活 就业 工 作 。随 着 工作 时 间 的推 移 ，更 换 工 

作 的 次数更 是 有增无 减 。 

4．与用 人单 位签 定合 同情况 

如 图 1所 示 ，54．6％ 的 人 没 有 签 定 劳 动 合 同 ； 

5．8％ 的人签 定 了不 正 规 的 或 者带 有 歧 视 性 的 劳 动 

合 同 ；4．6％ 的 人 不 知 道 劳 动 合 同 是 什 么 ；仅 有 

31．3％ 的人签 定 了正规 的劳 动合 同 ；3．7％ 的人 未 回 

答 。这种 情况 对 于 中低 层灵 活就 业 群 体 的权 益保 护 

非常不利 ，如果遇到被辞退等权益受 到侵害的情况 ， 

其权 益 得 不 到 应 有 保 障 ，加之 有针 对 性 的 社会 保 险 

机制 很不 完善 ，失去 工作 使他们 的生活非 常窘 迫 。 

图 1 是否与雇主签定劳动合同 

5．工作 时 间长 ，劳动 强度 大 

从 每周 工作 天 数 看 ，工作 1—3天 的 53人 ，占 

1．7％ ；工作 4—5天 的 456人 ，占 14．6％ ；工作 6天 

的 837 人 ，占 26．8％ ；工 作 7 天 的 1 728人 ，占 

55．4％ ；未 回答 的 46人 ，占 1．4％ 。从 每 天 工 作 的 

时间看 ，工作 8小 时 以下 的 325人 ，占 10．4％ ；工作 

8小 时 的 882人 ，占 28．3％ ；32作 8小 时 以 上 的 

1913人 ，占 61．3％ 。可 见 ，他 们 的工 作 非 常 艰 辛 ， 

大多数人没有休 息 日且每天工作 8小时 以上。由 

于很多单位是采取定额付酬 的形式使他们 自动延 

长 工 作 时 间 ，并 且 大 多 不 能 因 此 而 获 得 额 外 报 酬 

(图 2、图 3)。 

三 、存 在 的 问题 及原 因5-)-~ 

(一 )素质 普遍偏 低 ，就业 质 量不 高 

调查显示 ，中低层灵活就业群体无力竞争高层 

次工作 的原 因为 ：56．4％ 的人 认 为是 文 化程 度 低所 

致 ；有 42．4％ 的人认 为是 专业 技能 限制 ；只 有6．4％ 

和 5．4％ 的人认 为是 受 到 政 策 和户 籍 制 度 的影 响。 

低 文化 素质 决定 了他 们不 能 与现 代技 术 、知 识 密集 

型人才 的需求 相 匹配 ，而且严重影 响其 自身 的发 

展 ，使他们被束缚在低层次 的工作性质范 围内，只 

能 在一些 “低 门槛 ”的部 门工 作 。这 种 低 技 能简 单 

劳 动 ，替 代性 较强 ，容易 造成 就业 不 稳 定 、就业 收入 

偏低 等 问题 。导 致 这 一 状 况 的原 因 主 要 是 因 为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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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严重缺乏，使其文化素质 

先天 不足 ，走 向社会 后接 受就 业 培训 和 继续 教 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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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少，且成本 高、难度大，造成后天乏力，其结果 

必 然导 致就业 质 量不 高 。 

图2 每周工作的时间状况 

图3 每天工作的时间状况 

(二 )服务 系统 尚不健 全 

职业 培训 和 职业 介 绍 等 服 务 尚不 能 满 足 中低 

层灵 活就业 者 的要求 。调 查显 示 ，64．8％ 的人认 为 

就业 培训 对 他们 就 业 帮 助 大或 较 大 ；28．30％ 的人 

认 为帮助 较小 ；6．92％ 的人 认 为 没有 帮 助 。但 只有 

17．2％的人接受过就业培训 ；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 

的 占 66．2％ ；还 有 14．0％ 的人 不 知 道 有 培 训 。这 

主 要 是政 府 或 相 关组 织 提 供 的 就业 培 训 还 不 能满 

足灵 活就业 者 的需求 。从 职业 中介 服 务 看 ，通 过职 

业介 绍所 找工作 的人 仅 占 12．4％ ，求 职者 对职 业介 

绍 所 的认 可度很 低 ，这不仅 说 明 我 国劳动 力 配 置 的 

市 场化程度 较低 ，而且 说 明 中低层 灵 活就 业 群体 在 

获得就业信息方面所利用的资源有限，这不仅严重 

影 响到 了他们 的就业 ，还会 影 响整 个 社会 劳动 力 资 

源 的有效配 置 。就其 原 因 ，一方 面 是 灵活 就 业在 我 

国起步相对较晚，就业服务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借鉴 

国外 的模 式 和方法 ，而这些 模 式 和方 法 与我 国 国情 

的适 应 和磨 合还 需要 一定 的过 程 ；另 一方 面是 因 为 

政 府对 中低层灵 活就 业群 体 的关 注仍 然 不 够 ，拖欠 

工资的现象仍然存在 。 

(三 )针 对 灵活就 业 的法规体 系还很 不 完善 

在现行 的法 规政 策 中 ，缺 乏对 灵 活就 业 的相关 

规定 。已有的一 些涉及 灵 活就 业 的法规 政 策 还 不够 

系统 和全 面 ，现 有 的一些 政 策 是 针 对 特 定 群 体 (国 

有企业下岗职工 )制定 的，适用面比较窄 。比如关 

于 固定工 时 的规 定不 切合 灵 活就业 人 员 的 实 际 ，如 

每周 工作 时 间限制 和连续 两个 休 息 El的规 定 ，对 于 

他们 特别 是 那些 从 事 餐 饮 、美 容 、美 发 类 的人 员 来 

说无 法按 规 定 执行 。我 们 的调 查 也 证 实 了这 一 结 

果 。另外 ，只有 31．3％ 的 中低层 灵 活就业 者签 订 了 

正规 的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雇用人员时“必须签订 

书 面合 同”的规 定 对于这 些流 动性 很 大 的群 体也难 

以实现 ，如何对用人单位实行有效的监管 ，保护灵 

活就 业群 体 的合法 权益 是急需 解决 的重 要 问题 。 

(四 )社会 保 障制度 不健 全 

现行 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计费年 限、缴费办法和 

待 遇 享 受 等 方 面 ，都 是 依 据 正 规 就 业 的情 况 设 计 

的 ，不适 用 中低层灵 活 就业 的情 况 和 特点 。加 上 中 

低层 灵 活就业 人员 收入 不稳 定且 水 平 低 ，有 的收 入 

只够 维持 个人 和家庭 的基本 生 活 ，无 力 交纳 各 项社 

会保险费用 ，他们普遍没有参加社会保 险。调查显 

示 ：59．9％ 的人 没参 加社 会保 险 ；3．3％ 的人 曾经 参 

加过 社会保 险 ；3．8％的人 不 知道 什 么 是社 会 保 险 ， 

仅有 33．0％ 的人 参 加 了社 会保 险 。这种 情 况 不 仅 

给 从 事 灵 活就 业 的 中低层 人 员 造 成 巨 大 的心 理 压 

力 ，使他们 难 以长 期 维 持 灵 活 就业 的意 愿 ，也 不 利 

于灵 活就 业 的发展 ，还 给社会 留下 了隐患 ；再 者 ，社 

会保 险经 办机 关 习惯直 接 面对各 个 企业 ，解 决 个 案 

问 题 的能 力 较 弱 ，特 别 是 基 层 社 会 保 险 机 构 受 编 

制 、经 费的制 约 ，管 理手 段落 后 ，难 以适 应 庞 大 的 中 

低层 灵 活就业 人员 的需求 。 

(五 )劳动 权 益得不 到应 有 的保 护 

由于灵活 就业 者属 于弱 势群 体 ，就 业分 散 又 缺 

乏组 织保 护 ，加 之 劳 动 力 市 场 供 大 于求 ，他 们 中 大 

都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用工合同，其基本劳动权益 

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表现为 ：劳动条件差 ；工资报酬 

达不 到法 定最 低 工 资标 准 ；拖 欠 、克 扣 工 资 情 况严 

重 ；随意 被雇 主 解 雇 ；工 时 超 过 法 定 工 作 时 间 但 领 

不 到加班 费 ；劳 动 和 安 全 卫 生 条 件 恶 劣 ；一 些 就 业 

者 的人格 尊严 得不 到维 护 ，其 中中低 层 灵 活就 业人 

员的权益保护问题尤其突出。其主要原 因是 ：(1) 

中低 层灵 活就 业群 体 的 自我维权 意识 不强 ，在 劳 动 

过 程 中 不 能 主动 对 有 损 自身 劳 动 权 益 的行 为 做 出 

积极 反 映 ，也 没有组 成 像工会 一 样 的组 织来 维 护 自 

身权 利 的意识 ；(2)中低层 灵 活 就 业群 体 的文 化程 

度低 ，就业 机 会 少 ，为 了实 现 就 业 他 们 自愿 放 弃 自 

身 的劳 动权益 ；(3)对 中低 层 灵 活 就 业群 体 进 行 权 

益保 护 的监督 体 系还 不 完善 。 

四、对策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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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 供 高质量 的就 业服 务 

首 先 ，应 加强 就业 培训 。为 了提 高 中低层 灵 活 

就业群 体 的就 业 能 力 ，政 府 要 加 强 职业 技 能 培 训 ， 

并 适 当减免 培训 费用 ，可考 虑 尽可 能 使 高 中教 育 与 

职业培训相结合 ，提升他们 的技能与素质 ，使 其有 

就业竞 争 力 ，提 高 就 业 质 量 ，从 而 增 加 就 业 收 入 。 

其 次 ，要 逐步 完善 就业 服务 。要 求 为 中低层 灵 活 就 

业群体就业提供一些有利的条件 ，如开设专场招聘 

会 、提供 有效 的就 业 岗位 信 息 服 务 、提 供 有 针 对 性 

的就业 咨询 等 等 。 另外 ，政 府 还 应 完 善 有 关 制 度 ， 

规 范 中介机 构 的行 为 ，：fi-效 地 提 供 就 业 信 息 来 源 ， 

为 中低层 灵 活就业 群体 提 供更 好 的服 务 ，真 正 发 挥 

劳务型就业组织或中介服务机构 的作用。 

(二 )进 一 步完善 针对 灵活 就业 的 法规体 系 

要在法律上确认灵活就业 的地位 和作用 ，着手 

制 定其 相关 方面 的专 门法 律法 规 ，把 对这 种 灵 活 就 

业形式的重视上升到法律层面 ；要对《劳动法》作进 
一 步的修改和完善 ，特别是一些基本劳动标准与推 

行灵 活 就业相 冲 突 的地 方 ，需要 结 合 目前 的情 况 加 

以修订 ，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 ：在规范劳动关 

系的体制方面，应从制度上确认多重劳动关系的合 

理性 。合 同的内容 和形式也应 比正规部 门劳 动合 

同更 为 简化 和灵 活 ，但应 包 括用 工 期 限 、用 工 时 间 、 

工作岗位 、劳动保护 、劳动报酬、保险福利等必要 事 

项 ，其他条款 由双方协商确定 ，不一定要求完全具 

备 全 日制 或 正 规 部 门劳 动合 同规 定 的八项 必 备 条 

款才有 效 ，从而 使灵 活就 业者保 持 相对 稳定 。 

(三 )切 实保 障 中低层 灵 活就 业者 的合 法权 益 
一 方面要在促进灵 活就业 的 同时保障其成员 

的合法 权 益 。在 鼓 励 劳 动 者 选 择 灵 活 方 式 就 业 的 

同时 ，要在劳动合 同、就业期 限、工 资报酬 、休息休 

假 、社 会保 险 、职 业 培 训 、劳 动 安 全 卫 生 、解 雇 限 制 

等方 面保护 中低 层灵 活就 业 者 的合 法权 益 ，尽 可 能 

地使他 们实 现 “体 面 劳动 ”；另一 方 面要 帮助成 立 中 

低层 灵 活 就 业群 体 自己 的组织 或 让 他 们 加 入 到 工 

会之中。这样可以加强灵活就业人 员之 间的合作 ， 

集 中力量 ，提高其谈判 能力 ，维护其合法权益 。再 

者 ，各级 劳 动保 障部 门和工 会组 织 要 加强 对 灵 活 就 

业 人 员劳 动经 济权 益保 障与 实 现情 况 的监 督 检查 ， 

依法查处 和 纠正侵 犯灵 活 就业人 员 合法权 益 的 

行 为 。 

(四)制定 适 合 灵 活就 业 人 员特 点 的社 会 保 险 

政 策 ，健 全社会 保 障制度 

首先 ，政府 应 该 针 对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劳 动关 系 、 

工 作 时间 、岗 位 以及 收入 不 固定 等 特 点 ，完善 社 会 

保 险 的业务 管理 办法 ，制定 相 应 的个 人 申报 登 记办 

法 、个 人缴 费 办 法 和 资格 审核 办 法 ，鼓 励 灵 活就 业 

人 员 通 过 劳 动 保 障事 务 代 理 机 构或 社 区劳 动保 障 

服 务机 构等 实现 整体 参保 ；还 要根 据 就业 岗位 的不 

同情况 ，建 立灵 活 就业 人 员 社 会 保 险 费 补 助 制 度 ， 

对 那些 中低 层灵 活就 业群 体 ，特别 是 家庭 小 时 工及 

非主观因素造成灵活就业部分 岗位收入偏低 ，而本 

人 又没 有 其 他 再 就业 能 力 的弹性 就 业 人 员 给 予适 

当 的社 会保 险 费补助 。另 外 ，要完 善 社会 保 险 机构 

的设 置 ，提 高社 会保 险机关 解决 个案 问题 的能力 。 

(五 )提 供优 惠政 策 ，鼓励灵 活就 业形 式 的发展 

政 府应 在巩 固现 ：fi-灵 活就 业 方式 的 同时 ，开 辟 

新 的灵 活就 业领 域 。通过 提供 国家补 贴 和税 收、信 

贷 优 惠 ，大 力 发 展 创 造 就 业 岗位 潜 力 大 的 第 三 产 

业 、小 型企业 和 高新技 术行 业 。 同时组 织 中低层 灵 

活 就业 群体 立足社 区服务 开展 经 营活 动 ，鼓励 他 们 

自谋职 业 、自我创 业 ，从 根本 上 促进 灵 活 就业 发 展 ， 

这 样才 能彻 底缓解 我 国 当前 的就 业压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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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on—the—spot investigation．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3 120 underlying bed nim- 

ble employment community’S basic present situation，this paper reveal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 faced by the an- 

derlying bed nimble employment community，and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underlying bed nimble employment；employ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counterm easure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