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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采用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方法,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灵活就业的产生和发展, 揭示我国

灵活就业形成发展的规律性, 并提出灵活就业政策应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定位。研究结果有

助于灵活就业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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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 icle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lexible employment from

an economic angle by put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together, revealing the developing law of flexible

employ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laims that flexible employment polic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should be posit ioned scientifically. The study resul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 ion of flexible employ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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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灵活就业理论是从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发展而来的, 相比之下, 灵活就业的含义更深

远。20世纪 80年代, �非正规就业� 的概念被引入我国。刘燕斌、胡鞍钢、杨宜勇等分别从不

同角度对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和范围作了界定
[ 1~ 3]
。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在

�我国灵活就业问题研究报告� 中正式将 �非正规就业� 概念扩展成 �灵活就业� [ 4] : 指在劳动时

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几方面 (至少一方面) 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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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姚宇从宏观角度研

究灵活就业的产生发展及估算计量
[ 5]
。杨燕绥、赵建国从劳动力的供求角度分析了弹性就业机

制
[ 6]
。还有许多学者研究了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分析灵活就业现象,

没有阐明灵活就业问题的本质。本文从经济学角度探讨灵活就业问题, 从劳动力的供求入手, 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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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灵活就业形成发展的规律性。

二、灵活就业的产生

1�低端灵活就业的产生。灵活就业作为一种非制度性安排, 不是劳动者在权衡成本收益后

的最优选择, 而是劳动者为维持生存而对这种边缘性就业方式被迫选择的无奈。尤其对低端的灵

活就业者而言, 在无任何生产资料进而生活资料的情况下, 要养家糊口, 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

力。因为劳动力与资本结合的方式, 一方面取决于劳资双方谈判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之间

市场竞争的结果。现实中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垄断、分割、信息的不对称以及

歧视的存在, 导致劳动力市场失灵, 求职者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是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竞争中失利的求职者只能选择劳动条件差, 不稳定的就业方式, 或者选择不需

要资本或只需微量资本的自雇佣就业。

假设人们就业的最大偏好是正规部门, 劳动力市场存在信息不完备, 就业的实现存在一个最

低搜索成本。个人能够在正规部门实现非灵活就业的条件是, 一段时间内劳动的总的净收益大于

就业成本 (就业成本为一个阈值) , 用公式 ( 1) 表示:

( W - UL ) � T �
CMIN

CO � CH � CS � A
( 1)

� � 在式( 1) 中, W 为工资收入; UL 为劳动的负效用; T 为工作期限; CMIN 为就业的最低搜索成本;

CO 为机会资源, 指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 CH 为工作岗位要求的最低人力资本存量; CS 是个人拥有

的实现就业的社会资本, 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和就业信息资源; A 为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CO , CH , CS

取值为 0或 1, A 在 0和 1之间。如果任何一项取值为零, 或者参数 A 的数值偏小,资源利用效率不

高,公式右边数值变得较大甚至趋于无穷大, 个人就不能实现在正规部门就业, 只能选择灵活

就业。

2�高端灵活就业的产生。从劳动供给看, 高端灵活就业的目标是追求工作的自由和获得自

身全部人力资本的价值, 实现人的自我发展。资本独占着生产控制权和收入分配权, 一旦劳动力

受雇于资本, 就要接受资本的控制和剥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满足了生存需求的人们给予自

由更高的价值评价, 自由作为一种福利, 是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和全面发展的要求。人力资本的

积累给一部分自雇佣者如律师、自由撰稿人等灵活就业创造了条件。与低端灵活就业者不同, 他

们灵活就业的选择是基于收入高、工作自由、职业社会评价高等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从职业需求看, 高端灵活就业的出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运动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 人们产生了对某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而这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对协作劳动的依赖性差, 于

是, 一些生产岗位逐渐从协作劳动中游离出来, 演变成一种职业, 这些职业要求从业者技能多样

化和较高的人力资本, 劳动成果基本归个人支配, 其特点迎合了人们的偏好。

从岗位需求看, 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 资本和技术的密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资本

对劳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替代, 工作岗位变得稀缺, 往往是几个人分享一个工作岗位, 每个人工

作时间少于正常规定时间。这种工作分享式灵活就业方式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低端灵活就业, 他

们工作收入较高, 足以维持个人的生存发展, 劳动关系稳定, 且多是自由选择, 满足了工作和自

由的双重需求。因此, 这种灵活就业方式在欧洲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 90年代, 澳洲、丹麦、

荷兰、挪威等部分工时人员已占到全部受雇人员的 18�0% , 24�3%, 23�5%和 28�6% [ 7]
。

3. 全球竞争的加剧促进了灵活就业的形成。竞争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企业传统的组织结构和

岗位要求提出新的挑战, 为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 企业采用动态的松散组织结构, 员工也分为核

心员工和周边员工。核心员工与企业保持稳定的劳动关系, 无论经济周期和环境变迁状况如何,

都是企业要保留的员工。而周边员工工资水平较低, 多是灵活的雇佣关系, 由于没有稳定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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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约束, 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 周边员工首先被裁减, 或者经营业务发生变化时, 企业会及时

根据业务需要调整周边员工的数量和结构。竞争的加剧使雇主产生对灵活就业者的需求偏好。

4. 灵活就业存在的现实意义。无论是高端灵活就业还是低端灵活就业, 他们的存在均增加

了社会福利,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对政府而言, 减轻了政府负担。灵活就业是不依靠政府

而自行创造和发现的工作岗位。受资本存量的约束, 社会提供的正规就业岗位有限, 无法为每个

人提供正式工作机会, 灵活就业者自行创造工作岗位, 减轻了就业压力和政府负担, 缓解了社会

矛盾。( 2) 对企业来说, 灵活的用工方式降低了企业成本, 增加了用工的灵活性, 增强了环境变

化的适应能力, 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3) 对劳动者而言, 灵活就业虽然没有保障, 同正规

就业相比, 是一种福利损失, 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起码维持了灵活就业者的生存。并且在劳

动者的技能没有达到正规岗位要求时, 灵活就业方式让劳动者有一个提高知识和技能水平, 实现

正规就业的缓冲期。

三、灵活就业的发展趋势

从国外的发展情况看, 灵活就业随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而变化。1999年, 非农劳动力中灵活

就业比例, 非洲、拉美、亚太分别为 57�2%, 57�7% , 32�8% [ 8]
。一般情况是, 低端灵活就业随

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而减少, 随着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增多而减少; 高端灵活就业, 尤其是

工作分享灵活就业随资本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如果假设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和灵活就业

结构雷同, 且灵活就业的作用因素相同, 以某一时点各地区的数据排列代表参数变化趋势, 则我

国灵活就业随作用因素变化的情况是:

图 1 � 灵活就业比率与经济增长的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 2006 年 �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得出。

注: 采用 2005 年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横截面数

据, 不考虑各地产业结构和灵活就业结构的差异, 用

各地 GDP从小到大排列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城

镇灵活就业数量用城镇个体从业者和城镇单位雇用的

农民工之和近似表示, 两者虽有部分重叠, 不影响趋

势分析。灵活就业比率用城镇灵活就业数量占本省

(直辖市, 自治区) 全部就业数量的比率表示。

1�从经济增长看, 我国灵活就业量随着人均

GDP 的增加而表现出上升趋势, 如图 1所示。

先看劳动力的供给情况, 经济增长创造的就

业岗位远远低于劳动力的供给。我国人口众多,

虽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每年仍成长 1100多

万劳动力。计划经济时期, 户籍制度把劳动者禁

锢在户口所在地, 不能自由流动, 市场化改革和

户籍制度松动, 允许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劳

动力市场。从劳动力的需求看。一方面, 我国经

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较低, 近 10 年来一直徘徊在

0�15以下 ( 2001年为 0�17) , 经济增长吸纳就业
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 市场化改革使企业拥有

了用工自主权, 鉴于灵活就业者工资和福利成本

较低, 招聘和辞退较少制度约束, 企业规模扩张

增加的用工多数为临时工 (除少数劳动密集型企

业招用过农民合同工外)。供求比例失衡和劳动

用工制度的改革产生了大量灵活就业。

2�从人均资源占有量看, 我国的灵活就业量

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表现出上升趋势, 如图 2所示。

从图 2看出, 我国灵活就业比例是与人均资源占有量同步增长的。资本存量增多并不必然带

来劳动就业的增加。资本和技术劳动力呈互补关系, 与非技术劳动力呈替代关系。人均资本的增

加要求劳动者具有更高的技能水平, 否则就会出现结构性失业, 正规部门中失业的劳动者只能进

入到非正规部门, 从事灵活就业。1996年国企 �减员增效, 下岗分流� 改革释放出的大量下岗
失业者, 多数选择了灵活就业, 使灵活就业数量增加。另一方面, 人均资本的增多也为资本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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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灵活就业比率与人均资源占有量变化的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 2006 年 �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得出。

注: 采用 2005 年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横截面数

据, 不考虑各地产业结构和灵活就业结构的差异, 用

各地人均资本从小到大排列代表人均资本存量变化。

资本存量, K t = ( 1- �) K t- 1 + It , t = ( 1989, �

2005) , K 1989=
I 1989
�+ g

, g 为资本形成量的平均增长比

率, �是资本折旧率 , 取值 12% [9]。城镇灵活就业数

量用城镇个体从业者和城镇单位雇用的农民工之和近

似表示, 两者虽有部分重叠, 不影响趋势分析。灵活

就业比率用城镇灵活就业数量占本省 (直辖市, 自治

区) 全部就业数量的比率表示。

个劳动力的结合实现自雇佣就业创造了条件。自

雇就业需要的资本较少, 如果灵活劳动生产的产

品和服务存在市场需求, 人均资本的增加也会增

加自雇就业。

3�从年份看, 我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比率是

逐年提高的, 如表 1所示。

表 1 � 各年份我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占

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比率 %

年份 比率 年份 比率 年份 比率

1995 17�14

1996 20�53

1997 24�12

1998 36�81

1999 41�28

2000 44�48

2001 47�16

2002 48�07

2003 47�92

2004 49�99

2005 52�06

2006 54�14

� � 资料来源: 根据相应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得出,

2004~ 2006年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估计得出。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结果看出, 我国灵活

就业的比重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的, 由

于供求比例的失衡, 这种变化趋势在较长时期内

还将持续存在。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就业方式, 灵

活就业亟待政策、法律法规的支持和规范, 灵活

就业现象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四、灵活就业政策的目标选择

1�灵活就业政策的作用定位
对我国灵活就业的现象, 是应该鼓励其发展还是仅仅作为解决特定时期就业危机的权宜之

计? 学者们持不同意见。本文认为, 既然灵活就业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与其漠然视之, 不如

加以积极地引导和规范, 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促进灵活就业市场健康发展。

灵活就业政策的定位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下, 劳动

者理应受到政策保护, 否则灵活就业者将永远处于贫困边缘。但是, 劳动者享受的福利水平应取

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标准的设定和劳动者保护的政策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市场

经济条件下, 企业拥有用工自主权, 政府过多地干预甚至把保障水平提高到与正规就业相同的程

度, 势必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 加剧失业, 而失业是对劳动者福利的最大剥夺。�据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哈佛大学贾斯廷�沃尔弗斯对欧盟 15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日本等20国从 1960~ 1999年 40年有关数据的分析发现, 那些实施严格保障法规的国家只会

使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更难找到工作, 使就业环境进一步恶化。
[ 10] � 政府的干预对灵活就业需求

的影响如图3所示:

图 3中, 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的劳动供给曲线分别为 SF 和 SI , 后者在前者的右侧, 并且弹

性较大; 正规用工和灵活用工的劳动需求曲线分别为 DF 和 DI , 后者在前者的右侧, 且斜率较

小。灵活用工和灵活就业的均衡点在 EI 点, 在该点上, 工资水平为WI , 就业量为L I ; 正规用工

和正规就业的均衡点在 EF 点, 其工资水平为WF。如果政府要求雇主为灵活用工支付与正规就业

相同的工资水平, 就会增加失业, 失业量为 LI
A
L I

B
。如果政府要求雇主采取完全相同的用工规

范, 这时, 两种用工需求曲线斜率相同, 但由于歧视的存在, 灵活用工需求曲线会移动到正规用

工曲线的左侧, 灵活就业者的工资降低到W
1
I , 失业量为 L

1
IL I。

因此, 必须找到一个适度的政府干预点。理想的选择应该是首先建立起最基本的保障制度和

�39�



图 3 � 政策干预下灵活就业需求曲线的变化

最低限度的用工规范, 并签订短期劳动合同, 允

许两种就业方式在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程度上

存在一定差别, 允许雇主拥有一定的用工自主权

和灵活性, 这时, 灵活用工需求曲线移动到 DI
1
,

其需求量为 LI
P
。劳动力需求量没有锐减, 多数

灵活就业者的就业权利得以保障。

2�灵活就业政策的目标选择
( 1) 加强针对低端灵活就业者的培训, 使部

分灵活就业逐步转为正规就业

知识技能的缺乏是求职者被迫选择灵活就业

方式的根本原因。加强培训学习, 提高人力资本

拥有量是实现正规就业的必由之路。针对灵活就业者的特点, 政府应提供灵活多样的免费或低廉

的培训方式, 并伴以激励性的措施, 吸引灵活就业者参加培训。具体操作上可以借助下岗职工的

培训机构和体系, 结合受训者的特点, 提供多样化的培训内容, 让受训者自由选择, 并帮助达到

一定技能水平的受训者实现正规就业。

( 2) 制定支持性政策措施, 鼓励低端灵活就业者创办企业带动就业

推广 �上海模式�, 向低端灵活就业者提供各种政策支持, 如免费的培训, 社会保险费补贴,

贴息或贷款担保, 一定时期内的各种税收免除以及各类社会性收费 (社会保险费除外) 等措施,

给灵活就业者一个熟悉市场、积累经验的准备期, 以降低创业成本, 提高创业者的素质和能力,

逐步将非正规劳动组织转变成小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再带动起一批新的就业。

( 3) 建立社区工会和行业工会, 提高灵活就业者的组织化程度

组织化程度低, 灵活就业者缺乏组织依靠, 也不利于组织管理。因此, 应针对灵活就业者的

不同类型, 建立不同的工会组织。对正规单位的灵活就业者, 要制定政策措施鼓励其加入企业工

会; 针对家庭灵活就业者和社区服务者, 按照居住地, 建立社区工会; 针对自雇式灵活就业, 建

立各级行业工会。在操作中还要做到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 4) 建立适合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险制度, 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存

制定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险制度要充分考虑灵活就业者的特点和收入水平。鉴于灵活就业者

收入水平低, 保障水平和保费负担可以是正规就业者的一半或一定的比例, 并为每个就业人员建

立一个个人终身账户, 个人账户可以满足各类灵活用工人员携带和转移权益 (既包括个人账户积

累部分, 又包含社会统筹部分) 的需要, 可以适应各种缴费方式, 以适应其流动性和工作的不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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