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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就业概念的杭理与多维界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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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非正规就业 , 已逐渐成为我国新增就业的重要渠道 , 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关于非正规就业尚

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非正规就业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 多变性和灵活性 , 对其界定应突破传统的

单维模式而采用多维模式 。多维度分析提炼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非正规就业概念 , 有助于为我国政府规范与

发展非正规就业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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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国 内学界 关于非正规 就业
概念 的梳理 、 使 用的

争议 与评析

一 概念的梳理

第一 , 通过界定非正规部门就业来界定非正规就

业 , 这一界定将非正规就业等同于非正规部门就业 。孙

雅静认为 , “所谓非正规部门就业 , 实际是指这样一些

人 , 他们或以个体经营为主 , 或以几个人合伙的松散的

经济组织从事生产劳动 、 生产产品 、 提供服务 劳务

的方式 , 投身于市场经济活动维持生活 。',①姚裕群认为

“非正规就业 ” 就是 “非正规部门就业 ”。②

第二 , 通过区分和比较相似概念来界定非正规就

业 。张丽宾认为所谓的 “非正规就业 ” 实际上包括 “非

正规部门就业 ” 和 “非标准就业 ”。③

第三 , 按照就业门类界定非正规就业 。胡鞍钢等指

出 , “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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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形式 。',④杨宜勇认为 ,

“非正规就业一般包括三类形式 一是雇用很少工人的

微型企业 , 二是家庭式的生产和服务单位 , 三是独立的

个体劳动者 。',⑤

第四, 按照就业状态和特点定义非正规就业 。 王

芳 、 赵娜 “更倾向于将非正规就业称之为灵活就业 , 即

在劳动时间 、 收人报酬 、 工作场地 、 保险福利 、 劳动关

系等几方面 至少是一方面 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

代化工厂制度基础之上的 、 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

就业形式的总称 ”。⑥

第五 , 按照就业身份定义非正规就业 。李强 、 唐壮

认 为 , “所谓 非̀正规就业 ' 就是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

身份 , 处̀于正式就业体系之外 ' 的 、 地位不很稳定的

就业 , 传统上叫 临̀时工 ' 。',⑦刘燕斌认为 , “灵活就业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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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主要是以从事个体经济或私营经济的形式 , 进行社

会经济活动 。还有为数众多的从业人员 , 以季节工 、 临

时工等多种多样的方式从事着社会经济活动 。”①

第六 , 将正规经济等同于地上经济 , 将非正规经济

等同于地下经济 , 并将非法经济活动纳入非正规经济中。

周国富认为 , “所谓非正规经济 或称地下经济 、 隐性经

济 , 是相对于正规经济 地上经济 、 公开经济 而言的。

作为一类特殊的经济现象 , 非正规经济所涵盖的经济活动

非常广泛 。',②李郁也认为 , “非正规经济本质上是不受国

家劳工 、 税收 、 社会保障等制度调控或约束的经济活动 。

因此 , 非正规经济属于 地̀下经济 ' 的范畴 , 是地下经

济的组成部分 。',③

二 概念使用的争议

第一 , 多数学者将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等同起

来 , 但也有的学者表示出了异议 。陈荣林认为 ` 非̀正

规就业 ' 与 灵̀活就业 ' 在所包括的范围和特点上还是

有明显区别的”, 主要在于 “灵活就业作为一种用工方

式 , 可以在正规经济部门 , 也可以在非正规经济部

门 ”。

第二 , 极少数学者主张用 “灵活就业 ” 取代 “非正

规就业 ” 一词 。持这种主张的学者对 “非正规就业 ” 的

提法表示不赞同 , 认为 “非正规就业 ” 的提法在观念和

心理上让人难以接受 。

三 评析

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 , 在非正规就业的界定上 ,

已有的研究尚存在较多局限 。第一 , 对非正规就业的界

定或者过于简单 , 或者维度过于单一 。第二 , 有些界定

明显过窄 , 如将非正规就业等同于非正规部门就业 , 将

非正规就业者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临时工 。第三 , 有些

界定过于宽泛和武断 , 需要进一步切磋和商榷 。对于概

念使用的争议问题 , 笔者倾向于将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

业等同起来 , 认为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但在概念的使用

上 , 特别是官方的公文 、 法律法规的表述和学者的研究

中, 应与国际劳工组织和大多数国家的概念使用保持一

致 , 尽量使用 “非正规就业 ” 一词 。

具体说 , 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时间有如下特点 第一 , 季

节性强 , 旺季活干不过来 , 淡季无活可干 如中小学生接

送服务 、小餐桌 第二 , 弹性工作时间, 有时工作时间

长 , 有时工作时间短 如搬运工 第三 , 劳动时间具有灵

活性 , 随叫随到 如废旧物品回收 第四, 具有非全日制

特点 , 只需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段工作 如便民早餐服

务 。

劳动场所 。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场所一般有如下几

种情况 第一 、 固定场所 。工作于自己租用的室内或室

外场所 , 以店铺 、 摊位和厂房为主 , 如修理 自行车摊

位 、 便民早餐摊位 、 理发店铺 、 小型铁艺加工厂 、 自由

职业者的工作室等 。第二 , 流动场所 。需经常变换工作

场所 , 如家政服务 、 管道疏通 、 孕产妇护理等 。

劳动报酬 。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报酬不稳定 , 收

人高低根据工作量的多少 一般处于纳税边缘 , 多数不

用纳税 。其薪酬确定机制有别于正规就业 , 有的由当事

双方 或劳资双方 协商确定 , 有的由工作提供方直接

确定 。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 , 有工资收人 , 但

工资具有弹性 , 月收入往往是保底工资加提成 。在一些

微型或小型企业中 有的规定了保底工资 , 但保底工资

往往很低 达不到或仅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 劳动者的

收人主要依靠提成 , 没有业绩便没有提成。如产品推销。

第二, 无固定的月工资收人 , 非正规就业者拿到的是计件

工资或计时工资, 有活干就有收人 , 没活干就没有收人。

如钟点工 、 小时工 、 零活承包等 。第三 , 无固定收人 , 收

人多少根据经营状况 。如一些个体工商户 。第四, 收入多

少根据有无作品出炉 。虽然每个月没有固定工资收人 , 但

一年或几年内卖出一样作品便有可观的收人。如自由撰稿
人出版一本畅销书 、 画家卖出一幅画等 。

社会保障。非正规就业者基本的社会保障一般不到

位或缺失 , 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 , 享受较全面

的社会保障 , 但各种保险金主要由保险者自己缴纳 , 有的

所在单位只按最低缴纳比例缴纳 , 有的不缴纳 第二 享

受部分社会保障 , 所在单位只为职工参加某一项或某几项

社会保险 , 如只参加医疗保险 第三, 完全不享受社会保

障, 有的单位 , 特别是小型 、 微型企业或家庭企业只给受

二 、 非正规 就 业 的多维界定

一 就业特点维度

非正规就业是一种在劳动时间 、 劳动场所 、 劳动报

酬 、 社会保障和劳动关系等一方面或儿方面具有不稳定

性特点的且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 , 处于正规经济活动

边缘的经济活动。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有较大区别。

劳动时间。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时间一般较长, 有

别于正规就业的朝九晚五 , 具有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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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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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者发工资而不投保 。

劳动关系 。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一般不够稳

定 , 劳资关系较为松散 , 即使雇员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

同, 劳动合同也随时可能被中止 。雇员在与雇主签订劳

动合同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 没有主动权 。此外 , 也存

在多重劳动关系同时存在的情况 如兼职者 。

组织化程度 。较正规就业而言 , 非正规就业的组

织化程度相对较低 。现存的是一些地方性的非正规就业

组织 , 缺少正规企业中的 “工会 ”, 还没有形成全国性

的 、 具有一定权威的非正规就业组织 , 非正规就业者的

权益难以通过 “组织 ” 得到维护和保障 。

《二 就业状态维度

非正规就业是指其从业人员在生活质量 、 社会地位和

心理状况等一方面或几方面与正规就业者具有较大差别 ,

多数处于生存压力大 、应对意外风险能力低 、社会地位和

社会认同感较低 、普遍缺少职业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就业状

态 , 是一种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持续关注 、 扶持 、 规范和

管理的经济活动 。可见, 非正规就业不仅与正规就业具有

不同的就业特点 , 而且非正规就业群体在生活质量 、 社会

地位及心理状况等方面也都与正规就业群体具有明显差异。

生活质量 。由于职业和收人的不稳定 , 非正规就

业群体的生活质量普遍偏低 个别具有就业优势的自由

职业者除外 , 多数仍属生存性就业 , 生活状况普遍堪

忧 , 生存压力大 , 应对意外风险的承受能力普遍偏低 。

社会地位 。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地位参差不

齐 , 但由于其主体是就业弱势群体 , 多数从事边缘性及

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 , 社会地位普遍偏低 。

心理状况 。非正规就业群体 包括中 、 高端非正

规就业者 普遍缺少职业归属感 、 安全感 有的具有较

强的自卑感和较低的社会认同感 有的对社会具有较为

强烈的抱怨心理和偏执行为倾向 有的安于现状 , 缺少

进取心和奋斗动力 。

三 就业类型维度

非正规就业主要包括正规部门的临时工 、 季节工 、

小时工等非全日制工和非正规部门 微型 、 小型企业或

家庭作坊 中的雇主 、 雇员以及独立服务者 , 是一种可

以从就业目的 、 工作性质 、 从业方式 、 从业主体 、 技能

学历 、 找寻工作方式等多角度划分和理解的 、 复杂的就

业形式 。

按就业目的划分

生存型 生计型 。就业目的为保证个人和家庭的

基本生存 , 这一类非正规就业者往往从事着城市中最脏 、

最重 、最累 、 最苦 、最险 、 最不体面的劳动 , 工作环境特

别差 、工作时间特别长 、 收人水平特别低 、往往没有任何

的劳动保护 。 “生产者和工人一般是在令人震惊的 、 非常危

险 、不健康甚至没有基本的卫生设施的条件下生活和工

作 ”。①例如拾荒者 、收废品者 、装修工人或搬家公司的搬

运工等 。

自由发展型 。这种类型的非正规就业者或者具

有较高的知识 、技能 , 在就业方面有优势 或者已有一

定的积蓄 、房产或继承较多遗产 , 一般生活无忧 , 不愿

受束缚 , 工作只是为充实生活 、实现理想或追求个性自

由。如自由撰稿人 、 职业旅行家 、 律师 、 画家等自由职

业者。

按工作性质划分

微型 、 小型企业就业型 。指受雇于个体经营单

位的从业人员 。如中小会计师事务所的从业人员 、维修

中心的维修工等 。

正规企业非正规就业型 。这部分劳动者虽然在

正规企业中工作 , 但工作性质具有临时性 , 与单位只签

订了短期劳动合同或仅仅打零工 。如事业单位的保洁人

员 、 学校门卫 、 大公司的班车司机等 。

自我雇佣型 。主要指小型 、 微型企业的雇主 ,

他们虽然掌握生产资料并雇工 , 但缺少市场竞争力 , 承

担风险能力较弱 。

家庭工人 。指经中介组织或熟人介绍 , 在一定

时期内受雇于家庭的服务人员 。如保姆 家庭保洁 、 看

护婴幼儿或照顾老人 。

独立服务者 。这部分从业人员不受雇于任何单

位 , 独立向社会提供服务以保证基本生活 。如街边等活

的修理工 、粉刷工等 。

按从业方式划分

单一工种型 。这部分非正规就业群体在同一时

期内只从事一种非正规职业 。

兼职型。指同一时期内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职

业 至少有一种是非正规职业 , 或同一时期内具有多种身

份的人员 至少有一种身份来自非正规职业 。主要包括以

下几种情况 第一 , 同时从事正规职业与非正规职业 如

正规就业者在业余时间练摊 、 家教 、 办培训班 、 到微型或

小型企业兼职等 第二 , 同时从事多种或多份非正规职业

如白天做家政 、 晚上摆地摊等 第三 , 退休后从事非正

规职业 这部分人虽然没有同时从事两种职业 , 但因为其

在领取退休金的同时还兼有非正规就业所得 , 也可以被视

为兼职者 第四, 在校大学生非正规就业者 , 他们具有大

学生和非正规就业者的双重身份 如大学生在业余时间做

家教, 节假日发传单 、 站柜台或做餐厅服务员等 第五 ,

农闲时到城市扫零工的农民, 这部分农民因为没有丧失土

① 张丽宾 《 “非正规就业 ” 概念辨析与政策探讨 》, 《经济研

究参考 》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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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具有农民和非正规就业者的双重身份 。

按从业主体划分

三卜正规就业群体按从业主体的不同, 可将其划分为大

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者 、 农村剩余劳动力非正规就业者 、

下岗工人非正规就业者 、就业困难人员非正规就业者等。

按技能 、 学历划分

低技能 、 低学历型 。低技能 、 低学历者是非正

规就业的主体 , 因其学历低 、技能低 , 达不到正规单位

的用人要求 , 在就业方面处于劣势 。为了生存 只能从

事强体力劳动 、 简单劳动以及别人不愿意做的非体面

劳动 。

高技能 、 高学历型 。这部分人群因有技能 、 有

学历 , 在找工作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他们有机会从事

正规职业 , 之所以从事非正规职业主要出于自由从业的

考虑 , 如多数的自由职业者 。

按找寻工作的方式划分

政府安置型 。就业困难群体仅由市场调节难以

实现就业 , 往往依靠政府出资购买公益性岗位或制定优

惠政策来安置就业 。如交通协管员 、 停车场看车工等 。

非正规就业组织派遣型 。指通过非正规就业劳

动组织而实现的就业 。一些地方性的非正规就业劳动组

织通过开发社区服务业 、 小型手工业 、 为单位提供社会

化服务等方式 , 帮助就业困难群体获得基本的收人和社

会保障。如家政服务中心派出的钟点工 、 维修人员 、 护

理工等 。

劳动力市场或中介组织找寻型 。这种类型的非

正规就业者不是被动等待 , 而是主动到劳动力市场或中

介组织寻找工作 , 经由市场渠道获得工作 。如微型 、 小

型企业的雇员 。

四 行业和领域分布维度

非正规就业是指广泛存在于各个行业和领域中的 ,

主要由微型 、 小型企业和家庭作坊提供工作岗位 , 辅之

以社区 、 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或自主就业的 , 与百姓生

活密切相关的 , 作为正规经济活动补充的经济活动 。

作为正规就业的补充 , 非正规就业不仅为国民经济

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而且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在我

国 , 非正规就业儿乎涵盖 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

行业和领域 , 但主要存在于第三产业 具体包括社区服

务业 、 家政服务业 、 修理配送业 、 装修搬运业 、 餐饮旅

店业 、 生活服务业 、 接送护理业 、 只生保健业 、 文体服

务业 、 公益服务业 、 商品流通业 、 中介服务业 、 咨询

业 、 公共服务业 、 商科技行业等 。

需要说明的是 , 非正规就业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

方面解释 。厂一义的非正规就业涵盖了土述所有的 卜正规

就业类型 , 既包括高技能 、 高学历的自由发展塑非正规

就业者 中 、 高端非正规就业者 , 也包括低技能 、 低

学历 以生存为 的的非正规就业者 低端一作正规就业

者 狭义的非正规就业仅指后者 。两种非正规就业在

主要特点上是一致的 它们在劳动时间 、 劳动场所 、 劳

动报酬和劳动关系等方面均具有不稳定性 与正规经济

活动相比都属于边缘性的经济活动 , 在权益保障上也都

存在缺失和不足 。不同的是 , 中 、 高端非正规就业者由

于具有就业优势或资金储备 , 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 但

他们并不是非正规就业的主流群体 。

政府在规范与发展非正规就 、仁时 , 准确判断和界定

非正规就业是前提和关键 。在对非正规就业的界定 卜应

从多角度出发 、 综合考虑 在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时既

应考虑到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区别 , 也应考虑到不

同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对制度的不同需求 。

本文作者 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 硕士

生导师 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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