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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灵活就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就业形式, 在我国的就业体系中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对缓解当

前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 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实证调查为依据, 通过灵活就

业群体对政府就业政策的倾向性分析, 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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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exible employment, although newly introduced into China, is coming to be more common in

China. The range of schemes available can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to the way one works and the impact one�s

work has on his life, which is so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looks at the inclination those middle and lower groups who prefer flexible employments jobs toward employment

policy by applying mixed research approaches. It also provides some suggest ions to employment policy_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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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当前我国就业问题日益严竣的形势下, 灵活就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就业形式, 对缓解社会就

业压力, 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课题组的统计数据,

2003年我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总量约为 4700万人, 约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 18%左右。而在

2004年, 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增加 200万人
[ 1]
。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 估计到 2006年, 城镇灵活

就业人员总量将达到 5000万人以上。针对这一新的就业群体, 必须给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一、灵活就业的内涵及相关政策概述

灵活就业 (Flexible Employment ) , 在国际上大多与非全日制就业和非正规部门或非正规经济

就业的定义相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对灵活就业作了

如下界定: 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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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其形式主要有以下几

类: 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兼职就业、远程就业、独立就业, 承包就业、自营就业和家庭就

业
[ 2]
。本文关注的是灵活就业群体中的中低层灵活就业人员, 其工资收入处于中等偏下层次; 学

历层次以初、高中学历及其以下人员为主; 就业竞争力相对缺乏, 无力竞争正规部门的就业岗

位; 人员结构以农民工、下岗工人和新增加的低文化层次无业青年为主。

随着灵活就业形式的兴起, 各级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2003年, 劳动保障

部发布了 �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 在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关系、工资支付、社会

保险、争议处理、管理服务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指导意见, 对规范用人单位非全日制用工行为,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非全日制就业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一文件更多的是原

则性的要求和指导建议, 缺乏必要的强制性和约束力, 在实施效力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2003

年, 劳动保障部在 �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 等相关文件中, 对灵

活就业群体的参保问题制定了相关的指导原则和实施方法。北京、上海、大连等地近年来也都出

台了针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相关政策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灵活就业的规范发展, 保障了灵活

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 3]
。但总体上, 政府促进灵活就业的相关政策大都停留在宏观层面, 部分政

策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就业形势发展的需求, 由于某些原因也未能真正落到实处。

二、中低层灵活就业群体对政府就业政策的总体评价及倾向性分析

在调查中, 我们将灵活就业群体对政府就业政策的总体评价分为五个层次, 根据不同层次的

选择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如下:

表 1� 您认为政府就业政策和措施对您的帮助
分析项目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很大 181 5�8 5�8

较大 446 14�3 14�3

不大 895 28�7 28�7

没有帮助 507 16�3 16�3

不知道有什么政策 1001 32�1 32�1

未选 90 2�9 2�9

合计 3120 100�0 100�0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认为政府就业政策对自己没有帮助和不知道相关政策的人数占了调查总

人数的 48�4%, 即有将近一半的人对政府促进灵活就业政策的评价较低, 说明相关政策对灵活

就业群体的帮助作用有限, 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另一方面, 有超过三成的被调查

者对政府促进灵活就业的政策一无所知, 突出了对相关政策加强宣传的需要。

由于各地经济环境和发展程度的不同, 就业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我们主要

选择了下列五项具体政策进行调查, 采用 SPSS软件统计, 分析结果参见表 2:

表 2� 您最需要的就业政策是 : (多选)

政策内容 选择频数 百分比

社会保障政策 1919 62�2

提供就业信息 1416 45�9

提供就业培训 1401 45�4

税费减免政策 1125 36�5
小额贷款政策 919 29�8

在回答上述问题的 3086名被调查者中, 认为最需要的就业政策依次为: 需要社会保障政策

62�2%, 提供就业信息 45�9% , 提供就业培训 45�4% , 税费减免政策 36�5%, 小额贷款政策

29�8%。现阶段, 从整体来看, 灵活就业群体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较低
[4]
, 主要是进城农民

工、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企业富余职工等几大群体, 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和储备不足,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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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他们对政府政策的选择倾向主要集中在与自己生活及职业保障最密切的方面。社会保障政策

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反映出这部分人对生活前景缺乏安全感; 对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的关注, 说

明在当前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况下, 灵活就业者希望能够提高就业质量; 对小额贷款政策的关注是

因为灵活就业者有这样的特殊要求, 但总体需求不是太高, 说明中低层灵活就业人员投资创业能

力十分有限。

三、不同个体特征的中低层灵活就业者对就业政策倾向性的差异分析

现阶段, 灵活就业的形式多样, 构成复杂。中低层灵活就业者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缺乏表达

自身意愿的组织和机制。不同个体特征的灵活就业者对就业政策的倾向性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本

文主要从灵活就业者个体微观因素方面进行分析, 为政府针对性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性别及文化程度对灵活就业群体就业政策倾向性的整体影响不大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 不同性别和文化程度的灵活就业者对就业政策的选择倾向性基

本一致。女性灵活就业者选择社会保障政策、提供就业信息、提供就业培训的比例略高于男性,

说明女性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 对生活的忧虑重于男性。

文化程度的差异对灵活就业者政策选择倾向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供就业信息和提供就业培

训两项上。对就业信息的关注度是随着学历的提高, 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 文化程度越高越能接

触到更多的信息工具和信息渠道, 一般就业信息的发布也都包含对应聘者相关条件的限制, 使得

学历水平较高者更具有优势。

2�不同年龄段的灵活就业者对就业政策的倾向性差异较大
我们将灵活就业者按年龄划分为三个群体, 就他们对不同就业政策的选择比例进行分析, 发

现年龄因素对灵活就业群体政策选择倾向性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参见图 1) :

图 1� 不同年龄段的灵活就业者对就业政策的选择比例

由图1可知, 随着年龄的增加, 中低层灵活就业者对社会保障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的倾向

性明显上升。这一趋势说明, 在政府政策层面, 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灵活就业者对未来生

活保障的信心不足; 随着年龄的增长, 灵活就业者对提供就业培训和提供就业信息的选择倾向性

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说明中老年灵活就业者自身工作潜力增长的主客观条件有限, 改变工作状

况的自身意愿较低, 而青年灵活就业者出于对前途的考虑, 尤其关注工作能力的提高和工作机会

的获得; 各年龄段的灵活就业者对小额贷款政策的选择比例变化不大, 36~ 45岁年龄段的灵活

就业者对该项政策的倾向性相对较大, 因为这部分人年富力强, 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和资金,

有进行一定投资创业的能力和愿望。

3�工作单位性质对灵活就业者政策选择倾向性的影响较为复杂
现代企业的产权属性不断表现出多样化, 不同企业在经营内容、管理方式、工作性质等方面

差异较大, 相应的, 不同性质单位的灵活就业者对就业政策的选择倾向性也变得较为复杂。

�42�



图 2 � 不同单位性质的灵活就业者对就业政策的选择比例

通过对图 2的分析, 我们发现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国有单位工作的灵活就业者对社会保

障政策表现出更高的倾向性, 而民营和私营单位工作的灵活就业者对社会保障政策的倾向性则相

对较低。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主要由下列原因造成: ( 1) 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及福利待遇差异的影

响。在国有单位内部, 灵活就业者由于身份的不同, 往往享受不到与正式员工同等的工资福利和

社会保障待遇, 这种工资福利双低的状况使国有单位的灵活就业者对社会保障表现出更高的期

望。而在民营及私营企业, 竞争的氛围更加浓厚, 更加强调员工职业素质的培养及工作能力的提

高, 所有员工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 2) 国家强化养老保险政策的结果。随着近年来

国家对企业缴纳社会保险金的管理和监督力度的加强, 大多数民营和私人企业大都能够按照国家

的政策规定为职工缴纳相关的费用, 而国有部门工作的灵活就业人员有时却不能享受和正式职工

一样的待遇。( 3) 心理因素的影响。国有单位的灵活就业者大都属于临时工, 而他们周围的正式

员工却都享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 这种 �一企两制� 的机制使灵活就业者处境尴尬。而民

营、私企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与其他员工处于相同地位, 享受同样待遇, 因此无明显的受歧视感。

在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方面, 民营和私人企业的灵活就业者的选择比例相对于其他单位

性质的灵活就业者更高, 这说明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 民营和私人企业对员工的工作能力和职业

发展有着更高的要求, 也为他们职业向上发展提供机会, 灵活就业者面临更大的压力, 对工作信

息的获取和自身能力的提高更为重视。个体灵活就业者对小额贷款和税费减免两项政策具有相对

较高的倾向性。

4�收入水平对灵活就业者政策选择的倾向性影响明显
当前我国的灵活就业群体总体收入水平不高, 调查显示有 52�8%的人月收入在 800元以下。

不同收入水平的灵活就业者对就业政策的选择倾向性有较大差异, 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图 3 � 不同收入水平的灵活就业者对就业政策的选择比例

从图 3可以看出, 随着收入的增加, 灵活就业者对社会保障和提供就业信息、提供就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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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政策的选择比例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低收入人群对就业培训和就业信息的提供表现出更强的

倾向性。低收入灵活就业者主要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 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较低, 在市场竞争中

处于弱势地位。不同收入的灵活就业者对社会保障政策都表现出较高的选择倾向性, 充分保证灵

活就业者获得基本的生活医疗保障是政府政策制定部门面对的重要课题。对小额贷款和税费减免

政策的选择倾向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月收入在 1600元以上的灵活

就业者对这两项政策的选择比例明显增加, 高收入灵活就业者表现出更高的贷款投资意愿。

� �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虽然政府在相关政策层面已开始对灵活就业群体给以关注, 但仍与灵活就业形式的快速

发展有一定的差距, 尤其是针对社会保障和就业培训的政策实施效果不够理想。

2�中低层灵活就业者生活保障和职业发展的前景较差, 对与之相关的具体政策具有较高的

期望。

3�在不同个体因素影响下, 灵活就业者对就业政策的倾向性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灵活就业

群体构成的多样性对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 建议

政府应重视中低层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环境与相关政策的调查研究, 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

的政策, 要着重做到以下几点:

1�高度重视并逐步完善中低层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
现阶段,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虽已初步建立, 但仍不能广泛覆盖灵活就业群体。应改变我国

现行的针对有固定工作单位的正规就业形式设计的社会保险制度, 充分考虑灵活就业群体的特

点, 适当降低缴存比例, 根据灵活就业人员流动性强的特点, 采用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 在具体

政策制定方面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

2�提供多样性的就业培训计划, 特别重视对青年灵活就业者的培训

政府必须进一步提高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培训方式的灵活性, 在培训安排上应注意以下几

点: 第一, 根据灵活就业者分散性的特点, 相关培训应按照就近原则, 深入基层。第二, 高度重

视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 选拔优秀的专业师资和机构, 提高培训质量。第三, 中低层灵

活就业者普遍文化素质不高, 要注意培训内容的层次性, 针对不同需求采用不同的方案设计。第

四, 与用人单位相结合, 根据企业的用人计划进行针对性培训, 使灵活就业者掌握适合社会需要

的实用技术。第五, 提高培训工作的系统性, 加强回访联络, 避免短期性、突击性。还要根据青

年灵活就业者的需要进行专门的培训, 使其在求得生存的同时具有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

3�提高就业信息的真实有效性, 增加发布渠道

现阶段, 具体就业信息的发布主要由职业中介机构和政府就业服务部门提供, 相关管理部门

应加强对职业中介组织相关资质的审查, 对就业信息发布进行有效的管理, 建立必要的信息验证

和违规惩戒制度, 保证就业信息的准确有效, 为灵活就业者提供有益的引导和服务。政府就业服

务部门应充分考虑到灵活就业者普遍学历和知识水平不高, 较少接触网络、报纸等信息媒体的现

实, 努力增加信息发布渠道, 在灵活就业者聚集区, 利用社区、工会等群众组织, 为灵活就业者

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服务。

4�建立规范统一的税费减免制度, 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国家通过税费减免政策鼓励灵活就业者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 对从事个体私营工作的灵活就

业者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政策, 应逐步建立起统一规范的税费减免制度, 使所有的灵活就业者都能

够全面、公平的享受到这一制度带来的实际利益。根据中低层灵活就业者普遍 (下转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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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最终会带来教育投资的大幅下跌。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小自身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影响,

发挥市场机制对劳动力供求的调节作用, 才是解决 �知识失业� 问题的关键。

作为受教育劳动力的主要雇主, 首先, 政府应该改进公务员的录用制度, 要按照市场规律招

聘公务员, 同时根据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支付公务员的工资, 以此来缓解 � 知识失业� 现象。其
次, 政府应该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来调节对教育转移支付的结构。根据相关研究, 基础教

育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而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小于私人收益, 所以降低对高等教育的转移支

付而增加对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才是政府的明智之举。这样, 一方面可以增加社会总体的人力资

本水平, 另一方面在缓解 �知识失业� 同时还可以防止教育投资的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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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较低, 工作保障性较差的情况, 在相关税收制度的制定上, 要充分考虑中低收入者的利益,

发挥税收制度的自动调节作用。

5�简化程序, 全面评估, 提高小额贷款政策的效率和效力

小额贷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融资行为, 更多地体现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对社会弱势

群体的扶持。灵活就业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创新性与灵活性, 对灵活就业者来说, 小额贷款政策的

实施为他们提供了创业的动力和支持, 相关政府部门和国家金融机构应本着减少失业、扶持创业

的目的, 在贷款程序和资信要求方面降低难度, 同时改变过去那种仅在事前评估的方式, 根据灵

活就业者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评价指标和管理体制, 在提高贷款效率的基础上使这一政策发挥出

最大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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