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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借鉴国内外有关非正规就业的定义，把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和在正规部门就业但没有

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统称为非正规就业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与劳动者的

身份特征、人力资本状况、所在行业和职业等密切相关。非正规就业在我国具有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对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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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learning the definition of informal employment presented by researchers abroad and at home，

this paper，referred both the workers employed in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the workers who have not signed the
labor contracts with the firms even though they are employed in the formal sector as the non-regular workers
employed. By empirical study the paper found that whether engaged in informal employment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worker’s identity，human capital status，industry and occupatio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our
country have long-term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Meanwhile，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non-regular workers empl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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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我国进城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形式。一方面，它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相对正规就业者而言农民工还受到各种不公平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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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进城农村劳动力就业特征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一般的政策分析上，实证研究不多，而

且大部分实证研究使用的都是个别地区或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结论难以反映全国进城农村

劳动力的全貌。本文使用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 1 /5 样本，实证分析决定劳动力

成为非正规就业者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研究各因素对进城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边际影响，

试图发现进城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原因，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依

据和参考。

一、非正规就业的界定

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在 1971 年 由 哈 特 (Keith Hart) 在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的 “世 界 就 业 计 划”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WEP) 中最早提出的，但是在 1972 年的 《肯尼亚报告》中，才开

始启用与通行这一概念。1973 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 《就业、收入和平等: 肯尼亚增加生产性

就业的战略》报告，报告认为，非正规经济是一种关于做事的方式，其特征有: 容易进入或没

有进入障碍，依赖当地资源，家庭所有制或自我雇用，经营规模小，采用劳动力密集型的适用性

技术，劳动技能是在正式部门的学校系统以外获得的，较少管制或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
［1］。

1998 ～ 1999 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其 《世界就业报告》中，依据非正规部门低技术、组织规模

小和不受法律规制等特点，将非正规部门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微型企业，这类企业可视为正式部

门的延续，但这类企业绝大多数是独立的，主要面对低收入者市场; 第二类为家庭服务，其活动

多由家庭成员承担 ( 较多为无酬的女性劳动力) ; 第三类为自我雇佣者，包括街头小贩、清洁工

等 ( 但不包括正规企业的临时 工 )。其 不 受 法 律 规 制 的 特 点 在 于: 在 买 卖 双 方、雇 主 与 雇 员 之

间，不存在书面的、正式的契约关系。这些活动往往游离于国家财政之外。
我国学术界对非正规部门的内涵与特征的看法，基本上与国际劳工组织的看法一致，但对哪

些经济活动群体应具体包括在非正规部门内，则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都接受个体或家庭经营

为基础的小规模经济部门及小型私营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国有部门中的临时工和城市进城农村劳

动力等，皆应划入非正规部门的范畴
［2］。至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弹性工时或兼业的就业方式，则

不列入非正规部门 经 济
［3］。部 分 学 者 依 据 是 否 是 公 有 制 为 标 准 来 划 分 正 规 部 门 和 非 正 规 部 门。

因为，《劳动法》的保障范围包含了公有单位及个体、私营经济组织，但在个体、私营经济中国

家制定的劳动保障标准常常无法落实，所以应该将个体、私营经济划入非正规部门。然而，随着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一些民营企业不仅实现了几千人的职工规模，而且其管理也日益规范

化、正规化，所以用经济所有制形式来判断是否属于非正规经济，显然有悖于非正规就业的本质

内涵，缺乏理论依据。
通过分析比较国内外对非正规就业的界定，作者认为，非正规就业是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和

正规部门中缺乏正式和稳定劳动关系的就业，后者包括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缺乏健康

和安全等的就业形式。
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将个体工商户视为非正规部门，将签订了劳动合同作为具有正式和稳

定的劳动关系的标准。这样，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即视为非正规就业: 第一，

在非正规部门即个体工商户中就业的进城农村劳动力; 第二，在正规部门即机关团体事业单位、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就业，但没有签订劳

动合同。

二、进城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1. 进城农村劳动力中非正规就业者的比例

利用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样本，将在个体工商户中就业的劳动力，以及在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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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不同类型劳动力中非正规就业者的比例 %
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 合计

进城农村劳动力 27. 80 72. 20 100. 00

城城迁移劳动力 62. 11 37. 89 100. 00

城市本地劳动力 51. 21 48. 79 100. 00

合计 47. 81 52. 19 100. 00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 1 /5 样本计算。

企事业单位和私营企业等正规部门就业但没

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力，视为非正规就业

者。在分析中，对非正规就业的划分仅限于

城镇，并排除了 农 林 牧 渔 业 劳 动 者。这 样，

在进行加权平均后，计算出全部城镇就业劳

动力中非正规就业者的比例为 52. 19% ，亦

即有一半左右的城镇劳动者在从事非正规就业。其中，进城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者的比例达到

了 72. 20% ，城市本地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为 48. 79%。尽管城城迁移劳动力具有很高

的人力资本水平，但是其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也达到了 37. 89% ( 见表 1)。进城农村劳动力

非正规就业者比例非常高，是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表现。
2. 理论假设: 谁更容易成为非正规就业者

第一，从受教育程度和技术特征进行分析。非正规就业者中高学历者的存在，不能掩盖非正

规就业者整体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低的基本特征，各国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在非正规部门

中，就业者一般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技术培训，他们掌握的有限的技术也基本是在工作中学来的。
在马里的调查表明，该国非正规部门中 76% 的工人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世界银行关于加纳

非正规就业的统计表明，该国非正规部门中 36% 的工人完成了 10 年的教育，10% 的人获得了一

些高中教育; 坦桑尼亚的调查表明，该国非正规部门中 80% 的工人是非熟练工，10% 的工人在

工作中接受过培训，只有 5% 的工人是熟练工
［4］。一项针对马尼拉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发现，48%

的业主和 54% 的工人没有念完高中，在曼谷的小型企业中，工人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年数为 6. 7
年，2 /3 的人只念过 6 年或更少的书，在马尼拉，非正规部门中只有 3. 2% 的人在正规机构接受

过培训; 对印度的一项调查显示，非正规部门接受正规培训的人员比例约在 2% ～ 5% 之间
［5］。

第二，从行业特征进行分析。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一般集中在小型商

业、餐饮业、手工业和家庭服务业，因为这些行业对经营资本、人力资本的要求比较低，进入较

为容易，比较符合非正规就业者的特征。正 规 部 门 的 非 正 规 就 业 者，即 所 谓 的 非 正 规 工 资 就 业

者，则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第三，从非正规就业参与中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和男性相比，女性属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弱

势群体，女性参与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应该高于男性。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和研究都证明了女

性更容易成为非正规就业者。例如，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非农业部门中，90% 以上的女性以非

正规的形式就业; 在赞比亚、利马和秘鲁，分别有大约 3 /4、4 /5 和 2 /3 以上的女性从事非正规

就业; 非洲各国 1986 ～ 1992 年的家计调查表明，在这个地区，女性非正规就业参与者的比例一

般都高于男性，而正规就业的比例低于男性
［6］。

3. 非正规就业的 Probit 模型分析

如前所述，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等人力资本特征，是影响劳动者是否从事非正规

就业的重要因素; 同时，年龄、婚姻和性别等个人特征变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此外，劳动者

所处的职业和行业也是影响劳动者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将劳动者从事非

正规就业的概率，视为劳动者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其所在职业和行业的函数。本文的

实证分析，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
我们利用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 1 /5 样本，对进城农村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

是否从事非正规就 业 进 行 Probit 回 归 分 析，看 有 哪 些 因 素 使 劳 动 者 更 容 易 成 为 非 正 规 就 业 者。
Probit 回归分析中，因变量为是否非正规就业者，“是”取值为 1，“否”取值为 0。自变量包括

是否进城农村劳动力、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婚姻状况、行业和职业。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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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镇劳动者非正规就业的 Probit 回归结果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进城农村劳动力 0. 0409 0. 0061 0. 0163

年龄 － 0. 0117 0. 0003 － 0. 0047

受教育年限 － 0. 1722 0. 0011 － 0. 0687

性别 ( 男性 = 1) 0. 1288 0. 0052 0. 0514

婚姻状况 ( 已婚 = 1) 0. 0859 0. 0076 0. 0342

职业 ( 单位负责人 = 1)

专业技术人员 0. 1258 0. 0156 0. 0500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 0. 1397 0. 0160 － 0. 0557

商业服务业人员 0. 5172 0. 0144 0. 2025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 3373 0. 0142 0. 1336

其他 0. 5374 0. 0375 0. 2031

行业 ( 科学研究和综合服务业 = 1)

采掘业 － 0. 0531 0. 0365 － 0. 0212

制造业 0. 5313 0. 0336 0. 2079

电力燃气水生产供应业 － 0. 0257 0. 0373 － 0. 0103

建筑业 0. 9462 0. 0347 0. 3316

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业 － 0. 3840 0. 0425 － 0. 1503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0. 6683 0. 0342 0. 2499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1. 5039 0. 0340 0. 5045

金融保险业 0. 3615 0. 0381 0. 1405

房地产业 0. 5780 0. 0388 0. 2171

社会服务业 1. 1586 0. 0345 0. 3867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0. 1811 0. 0362 0. 0717

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业 － 0. 2282 0. 0355 － 0. 0906

国家政党机关社会团体 － 0. 5236 0. 0366 － 0. 2027

常数项 1. 1792 0. 0407 —

观测值 375218
LR chi2 (25) 168034. 19

Pseudo. R2 0. 3237

注: 表示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回 归 结 果 表 明， 是 否

从事 非 正 规 就 业， 与 劳 动

者的 身 份 特 征、人 力 资 本

状况、所 在 行 业 和 职 业 等

密切 相 关。回 归 系 数 的 符

号，表 明 了 各 变 量 对 劳 动

者从 事 非 正 规 就 业 的 正 向

或负 向 影 响。在 其 他 情 况

相同 的 条 件 下， 与 城 市 本

地劳 动 力 相 比， 进 城 农 村

劳动 力 更 可 能 从 事 非 正 规

就 业; 劳 动 者 年 龄 越 小，

越 可 能 从 事 非 正 规 就 业;

受教 育 程 度 越 低， 越 可 能

从事 非 正 规 就 业; 男 性 比

女性 更 可 能 从 事 非 正 规 就

业; 已 婚 者 比 未 婚 者 更 容

易从事非正规就业。
回归 结 果 所 汇 报 的 边

际效 应 表 明， 在 其 他 条 件

相同 的 情 况 下， 进 城 农 村

劳动 力 从 事 非 正 规 就 业 的

概率 比 城 市 本 地 劳 动 力 高

出 1. 63% ; 劳 动 者 年 龄 每

增加 1 岁， 从 事 非 正 规 就

业的概率会下降 0. 47% ; 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会下降 6. 87% ; 男性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比女性高 5. 14% ; 已婚者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比未婚者高 3. 42%。可

见，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者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此外，劳动者所处的职业和行业，也是影响其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与单位负责人相比，专业 技 术 人 员、商 业 服 务 业 人 员 和 生 产 运 输 设 备 操 作 人 员

等，都更容易从事非正规就业; 但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更可能从事正规就业。与从事科学研究和

综合服务业的劳动者相比，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的劳动者更可能从事非正规就业;

而从事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业、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业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劳动者，更可能从

事正规就业。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变量对进城农村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实际影响，我们单独对进城农村

劳动力进行回归分析。我们仍采用 Probit 模型，并汇报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各变量的含义也与前

文相同。对进城农村劳动力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的 Probit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的回归结果表明，对进城农村劳动力而言，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状况、所在行业和职业

等，仍是影响他们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城农村劳动力

年龄每增长 1 岁，其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会提高 0. 05% ; 受教育年限每提高 1 年，从事非正

规就业的概率会下降 3. 45% ; 男性进城农村劳动力从事 非 正 规 就 业 的 概 率 比 女 性 高 出 5.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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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进城农村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比未婚者高 6. 34%。此外，职业和行业也会对进城

农村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产生显著影响。
表 3 进城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 Probit 回归结果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年龄 0. 0015 0. 0007 0. 0005

受教育年限 － 0. 1076 0. 0023 － 0. 0345

性别 ( 男性 = 1) 0. 1802 0. 0098 0. 0581

婚姻状况 ( 已婚 = 1) 0. 1947 0. 0129 0. 0634

职业 ( 单位负责人 = 1)

专业技术人员 0. 4803 0. 0407 0. 1290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 0. 0347 0. 0380 － 0. 0112

商业服务业人员 0. 5762 0. 0328 0. 1731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 3803 0. 0326 0. 1228

其他 0. 5577 0. 0858 0. 1429

行业 ( 科学研究和综合服务业 = 1)

采掘业 － 0. 0526 0. 1063 － 0. 0171

制造业 0. 1315 0. 0977 0. 0420

电力燃气水生产供应业 0. 1242 0. 1213 0. 0381

建筑业 0. 5269 0. 0989 0. 1417

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业 － 0. 4243 0. 1150 － 0. 1519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0. 5638 0. 0997 0. 1471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1. 1746 0. 0985 0. 2998

金融保险业 － 0. 0677 0. 1272 － 0. 0222

房地产业 0. 2406 0. 1064 0. 0707

社会服务业 0. 8853 0. 0991 0. 207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 0. 0671 0. 1116 － 0. 0220

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业 － 0. 1482 0. 1066 － 0. 0497

国家政党机关社会团体 － 1. 2138 0. 1195 － 0. 4553

常数项 0. 4259 3. 9500 —

观测值 97830
LR chi2 (25) 17900. 83

Pseudo. R2 0. 1513

注: 、分别表示在 1% 和 5% 的水平上显著。

三、非正规就业的作用

1. 非正规就业是解决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

许多研究证实了非正规就业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重要作用。例如，根据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估计，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供不应求，求职者不得不在非正规部

门谋职糊口，导致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的迅速膨胀，目前在某些国家，城镇就业机会的 60%

以上属于非正规部门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非正规部门统计专家组提供的部分拉丁美洲、亚洲国

家的统计数据，这些国家 在 1996 年 就 业 于 非 正 规 部 门 的 劳 动 力 占 城 市 就 业 的 比 例 均 在 34% ～
57% 之间

［7］。

在中国，非正规就业是吸纳进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非正规就业具有准入门槛较

低，适合于缺少技能的 “低端”就业者的特点，而且非正规部门大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

业，有着比正规部门更强的劳动吸纳能力。所以，非正规部门能在吸收进城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有学者利用 1978 ～ 1997 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对不同行业的就业弹性做过

分析，在年度统计中的 13 个主要行业中，就业弹性最高的是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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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业正是非正规就业的主要领域
［8］。

2. 非正规部门就业促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非正规部门率先打破传统的劳动用工体制，实

行市场化的招聘、选拔和任用新体制。非正规部门就业是中国由单一公有制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

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经济类型。它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产生、市场力量的孕育和市场机制的

培育提供了重要机遇。非正规部门的灵活的经营机制、高质量的服务水平和随行就市的市场价格

等使其具有较大的市场竞争优势。非正规部门的这种优势迫使传统体制下的企业加快市场化改革

步伐。目前，非正规部门在我国已经成为打破传统体制下的不合理的价格制度、竞争制度和劳动

力供求制度的重要外部力量。它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润滑和促进作用。
3. 非正规就业的缺陷和不足

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非正规就业将是解决农村

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形式。但是对劳动者个体而言，非正规就业是一种不稳定的、短期性的、
季节性的和临时性的就业形式，也就意味着，劳动者就业具有非长期性，收入缺乏连续性。2006
年 8 月，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调查表明，

虽然外来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相比，无论是绝对数额还是增长

速度，都存在相当大的 差 距。2003 ～ 2005 年，城 镇 职 工 人 均 月 工 资 收 入 由 1170 元 增 加 到 1534
元，而外来劳动力的月收入水平仅仅为 976. 71 元

［9］。
不仅如此，非正规就业的主体———城市外来劳动力和正规就业者相比，在很多方面遭受各种

不公平对待。其中，甘肃调查总队得到的数据显示，甘肃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 6. 59 天，平均每

天工作 9. 52 小时，超过一半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 8 小时以上，近七成的农民工每周 7 天都

要工作。调查还显示，农民工报酬被克扣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 22. 99%。外来劳动力参加医

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比例都较低，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全国

农民工的参保率不足 40% ，有关专家估计，实际数字还要低 5 ～ 8 个百分点
［10］。

四、加强对我国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

加强对我国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必须首先把这个问题放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

的总体路径当中来考察。纵观历史上已经转型成功的发达国家，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即政府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待资本和劳动的政策并不一样。一般而言，政府总是倾向保护发展阶

段稀缺的资源。理论分析和各种证据已经表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已经结束，

劳动力总体供需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这为政府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特别是对非正规就业者的

权益保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1］。

从宏观政策层面上看，政府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 鼓励和引导企业善待劳动者。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

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从而缺乏改善劳动者权益的动力和需求。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

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鼓励和引

导企业善待劳动者提供了有利条件。实际上，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

到“劳资两利”的效果。
(2) 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劳动者保护状况的改善，归根到底依赖于劳动者在劳动谈

判中地位的提高。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会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择业和充分流动，会削弱企业

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改善劳动者保护状

况，更能够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推动经济高效率运行。
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首先，要求推进就业制度改革。要进一步破除依据户籍、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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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征限制就业的做法，保障劳动者和企业用工的自由权。其次，要建立一套规范劳动力市场主

体行为、职业介绍组织市场准入和中介行为的市场规则，使用人单位、求职者和中介机构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再次，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良好的执法环境和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和企业

双方的合法权益。最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水平，形成城乡、区域沟通的灵敏的市场信息

网络系统，引导劳动力顺利流动。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还需要改革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体

制，逐步建立统一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
从近期来看，还应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力度，推动有关制度建设，维护非正规

就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加强劳动合同管理，规范劳动用工制度。一是依法签订和规范劳动合同，防止用工行为

短期化。二是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劳动保障部门要对不签订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用人单位，加大依法纠正和行政处罚的力度。三是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企业工会要建立劳动

合同的内部监督制度。
(2) 建立和完善涉及进城农村劳动力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各级人大、政府应尽快清理、修

改妨碍进城农村劳动力享有平等权利的法规政策，逐步建立完善以 《劳动法》为核心的劳动法

律体系，修改 《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和制定 《企业职工民主管理条例》，使职工民主管理覆盖到

非公有制企业和进城农村劳动力。
(3) 积极为进城农村劳动力提供法律援助。2003 年 9 月 1 日 《法 律 援 助 条 例》颁 布 实 施，

该 《法律援助条例》以进城农村劳动力为主要援助对象，将其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和请求给予社

会保险待遇的两类维权案件纳入法律援助范围。但是，随着进城农村劳动力维权意识的增强，请

求法律援助的进城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造成进城农村劳动力维权的法律援助经费和人力资源普

遍不足。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增加所需经费，专门用于相关法律援助事项。
(4) 根本扭转歧视进城农村劳动力的错误观念。政府管理部门应从自身做起，消除歧视观

念，并要引导用人单位依法管理，诚信待人，彻底扭转对进城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其他从业人员实

行两种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的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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