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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业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从来都是各国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
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就业问题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就业问题是我国的民生之本、安国之策。
然而，就业不仅有数量的要求，同时也有质量的要求。
随着我国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就业领域浮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就是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劳动关
系调整问题。
我国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数量增长很快，从业领域也日益广泛。
但就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讲，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就业质量低下。
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途径是强化对非正规就业领域劳动关系的调整。
因此，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于非正规就业问题的研究国内已有不少，但是，各学科和各界对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非正规就业的含义、论证非正规就业的积极作用、反映非正规就业者的一般从业情
况（包括非正规就业中某一部分人的就业状况），并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
虽然，一些论文中也涉及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问题，但基本上是提及或是比较简单的论述或是对某
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
而对非正规就业中的劳动关系问题的专门研究比较少见；迄今，尚未见到此方面的专著，专门的学术
论文也很少。
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和已有研究的严重不足，本书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本书主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从业质量到底如何，他们从业的劳动关系具有哪些特点？
二是如果说传统的劳动关系调整体系不适应非正规就业，需要矫正，那么这种矫正应建立在哪些理念
基础之上？
三是国际上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调整有哪些模式？
四是我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模式？
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与原有劳动关系调整体系是什么关系？
中国目前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调整应采取哪些具体对策？
本书对于上述问题的主要研究观点如下：　　第一，研究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问题，首先需要对非
正规就业者的从业状况和劳动关系的特点进行研究。
书中关于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包括三个视角。
一是对笔者所做的56名非正规就业者访谈资料进行分析；二是对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予以分析；三是从
国际视角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实证分析，包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状况的描述以
及综合评述。
从这三个角度的分析看，虽然各自研究的具体对象和方法不同，但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就是非正规就业群体在整个社会保护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其从业质量比较低下。
　　第二，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需要社会保护，而我国传统的劳动关系调整体系对非正规就业劳动
关系调整表现出诸多方面的不适应。
因此，需要对传统劳动关系调整的总体框架进行矫正和完善。
而这需要理念上的支撑，应当树立的理念包括：（1）将非正规就业纳入劳动关系调整的主流框架是
客观现实的需要。
（2）非正规就业同样具有从业质量的要求。
就业的概念说明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具有共同的本质，劳动权的含义也说明非正规就业者应当获得
与正规就业者同样的基本劳动权利。
（3）应当突破劳动关系的传统调整模式，适应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新变化。
劳动关系的非标准化正在成为劳动关系的重要特征。
（4）要在鼓励市场竞争与非正规就业者保护之间寻求平衡，这也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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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调整的功能在于平衡主体双方的利益关系。
实现这种平衡的具体途径是使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具有适度的弹性。
（5）研究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要在深入分析非正规就业领域存在问题的同时，承认或认可非正规
就业的一些正面效应，包括对经济发展具有良性促进作用等。
　　第三，出于对我国的借鉴之用，有必要对国际上的不同模式加以比较分析。
国际上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模式主要有四大类。
一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模式。
该模式一贯认为，非正规就业具有典型的体面劳动缺陷。
该模式的战略目标是促成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转化。
二是英、美模式。
由于两国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两国内相对来说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所谓的非正规就业领域
的不公正问题应由市场调节来解决，政府应将自己对劳动关系的介入程度降到最低限度。
三是欧盟的模式。
该模式特别强调在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与就业安全之间保持平衡。
该模式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规制比较强调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应享有同样的劳动权利。
同时，该模式还重视为劳动关系双方的自主调节留有足够的空间。
欧盟的新成员国中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从理念上接受欧盟模式，在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
的实际中，基本上是逐步采纳与老欧盟国家类似的做法，但受转型阶段的影响，吸收和效仿还需要一
个过程。
四是东亚部分国家的模式。
书中主要就日本、韩国和印度的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日本和韩国作为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直接接受了欧美对于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调整理念，但在
接受的过程中根据本国的特点进行了一些调整。
由于地缘文化的原因以及它们传统的劳动关系与我国的劳动关系有类似之处，因而，它们的模式对中
国也有比较好的借鉴意义。
印度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调整较之中国的力度要大，同时印度也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对
中国的借鉴意义是显然的。
　　第四，中国应当选择哪种模式？
一般来讲，调整劳动关系的具体形式包括法律、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等。
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的调整手段是确立基本劳动标准，给劳动关系双方较大的自主调整空间。
还有的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劳动关系予以较多的直接规范，政府的干预程度较深。
本书通过研究认为，中国更适合选择后一种模式。
我国对劳动关系调整的基本取向是，劳动关系的建立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基本方式，通过劳动关系双方
的自我调节和政府的适当干预，保持劳动关系的协调和相对稳定。
那么，在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中是否也给双方自主决定劳动条件留下很大空间，即是否通过集
体协商来调整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呢？
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在中国现阶段，通过集体合同调整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不太现实。
中国劳动关系调整的模式以政府较深程度地参加立法为特征。
这一特点适合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调整的现实需要，也是比较有效的，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调整
尤其如此。
所以，现阶段中国调整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主要问题在立法层面。
同时，鉴于中国立法的特点之一，即高层次法律颁布之前多以政策的形式试行。
因此，政策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调整还将发挥重要作用。
　　如何将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纳入调整的主流框架？
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基本内容又是什么？
从框架上讲，应将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纳入劳动关系调整的主流，而不是另外建立一个独立的、
专门适用于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调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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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从体系上讲，不是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分割开，建立两个单独的调整体系，而是将两
种就业形式统一纳入一个大的劳动关系调整框架之内，否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非正规就业者如何享有
平等就业权的问题。
在此框架之内，应当发挥已有调整资源中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作用，但在对具体制度的设计
上要考虑到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各自的具体特点。
要将劳动标准中的基本部分扩大到非正规就业人员，就业中的基本权利适用于所有正规就业者和非正
规就业者。
但涉及非基本权利的具体调整方式要适合非正规就业的灵活性，如社会保障问题等。
　　对我国目前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具体建议包括：（1）提升规制层次、建立整体框架。
目前我国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规范基本上是以临时性的政策文件为主。
这种缺乏整体性和规划性的调整方式可用在短时期内，但不适用于长期。
需要对非正规就业调整问题做出整体性的战略规划。
当然，对于一些新出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仍可继续沿用出台政策文件的方式。
（2）强化对特别突出问题立法的规范力度。
现有的调整规范中对于一些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有明显区别问题的立法规范基本处于缺位状态，特
别突出的问题是劳动力派遣问题。
在对劳动力派遣问题进行规范时，应当以借鉴欧盟国家的模式为主，但在有些方面也应考虑借鉴美国
的模式，如共同雇主制度。
社会保障问题是全世界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遇到的共同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各国的具体
措施因其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千差万别而有很大的不同。
书中第九章中就我国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
　　本书尝试的创新观点主要体现在下列几方面：（1）非正规就业问题处于我国劳动关系调整体系
中的边缘地段，为了适应客观现实的迫切需要，应将非正规就业纳入劳动关系调整的主流框架之内。
否则，从整体上讲，我国劳动关系调整体系会出现较大的调整盲区。
（2）如果说有“大就业”的概念，相应地也应树立起“大劳动关系”的概念，即凡是就业，无论其
具体就业形式如何，都应属于劳动关系调整的范畴，非正规就业者同样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3）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和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纳入一个劳动关系调整的整体之中，将法定劳
动标准中的基本部分扩大到非正规就业人员。
就业中的基本权利适用于所有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
但是，涉及非基本权利的具体调整方式要适合非正规就业的灵活性，如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和社会保险
问题等。
不能将正规就业部门的劳动标准统统照搬到非正规就业领域。
（4）不能总是将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调整，或者说通过国家干预手段的调整，与经济发展对立
起来。
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调整与经济发展也具有良性互动作用。
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合理保护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同时，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有利于建立统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此外，本书将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问题置于大的国际背景下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这对国内现有研究
也是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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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业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从来都是各国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
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就业问题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就业问题是我国的民生之本、安国之策。
然而，就业不仅有数量的要求，同时也有质量的要求。
随着我国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就业领域浮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就是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劳动关
系调整问题。
我国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数量增长很快，从业领域也日益广泛。
但就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讲，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就业质量低下。
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途径是强化对非正规就业领域劳动关系的调整。
因此，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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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调整的主流框架是客观现实的需要（100）5.1.1 非正规就业的快速增长不可逆转（100）5.1.2 
非正规就业发展的理论分析（105）5.2 非正规就业同样具有从业质量要求（115）5.2.1 从就业的概念和
就业的标准看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的共同本质（115）5.2.2 从劳动权看非正规从业者的基本权利
（116）5.2.3 从劳动关系的特性看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权益（118）5.3 突破劳动关系调整的传统模式，适
应劳动关系的新变化（119）5.3.1 劳动关系非标准化的国际背景（120）5.3.2 劳动关系非标准化的各类
表现（121）5.3.3 劳动关系非标准化产生的原因（123）5.3.4 树立大劳动关系的观念（124）5.4 寻求鼓
励市场竞争与非正规从业者保护之间的平衡（125）5.4.1 市场竞争与从业保护二者平衡的基本含义及
实现平衡的必要性（126）5.4.2 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与就业安全的平衡观（128）5.4.3 非正规就业劳动
关系调整应当具有适度弹性（129）5.5 认可非正规就业的正面效应（132）5.5.1 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
整与经济发展（133）5.5.2 非正规就业与更多的工作岗位（134）5.5.3 非正规就业与弹性工作时间（136
）5.5.4 非正规就业与个人的自愿选择（136）5.6 本章小结（137）第6章 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模式
的国际比较（139）6.1 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理论探讨（140）6.1.1 主流经济学视角中政府的角色
和市场规制问题（140）6.1.2 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界对市场规制的观点（143）6.1.3 政府在劳动关系调
整中的作用（144）6.1.4 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与管制适度问题（145）6.2 倡导非正规就业应最终转
为正规就业——国际劳工组织的模式（146）6.2.1 关于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基本目标（146）6.2.2 调整非
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四个特点（147）6.2.3 国际劳工组织部分成员国采取应对措施的案例（148）6.3 主
张政府最低限度介入的英美模式（149）6.3.1 旨在降低工会影响的规制原则——英国（150）6.3.2 司法
判例发挥规范作用、“共同雇主”模式规制派遣用工——美国（151）6.4 以保护非正规从业人员权利
为主导——欧盟国家的模式（153）6.4.1 欧盟国家调整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综合规制（154）6.4.2 两
个案例国家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调整——荷兰和德国（156）6.5 采纳与西欧国家类似的做法——
中东欧和中亚地区的模式（158）6.5.1 该地区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理念背景（159）6.5.2 该地区
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现实背景（161）6.5.3 该地区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若干特征（163）6.5.4 就业
保护立法的规制作用（168）6.6 混合模式——部分亚洲国家（171）6.6.1 日本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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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171）6.6.2 韩国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调整（184）6.6.3 印度调整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概述
（187）6.7 本章小结（188）第7章 非正规就业的典型形式——劳务派遣规制模式的国际比较（191）7.1
美国的共同雇主模式（191）7.2 欧盟15国和挪威劳动力派遣概述（194）7.2.1 欧盟15国和挪威劳动力派
遣的基本背景（194）7.2.2 从交易成本理论看劳动力派遣（200）7.2.3 16国（15个欧盟成员国和挪威）
劳动力派遣关系的特点（202）7.3 欧盟国家关于劳动力派遣的规制路径（207）7.3.1 16国（15个欧盟成
员国和挪威）的劳动力派遣规制（208）7.3.2 欧盟新成员国对劳动力派遣的规制（219）7.3.3 对欧盟劳
动力派遣立法规制的评述（221）7.4 欧盟中三个案例国家的规制路径（224）7.4.1 德国关于劳动力派遣
立法的规制（224）7.4.2 法国的劳动力派遣规制（227）7.4.3 荷兰劳动力派遣的发展路径（229）7.5 大
洋洲案例——澳大利亚的劳动力派遣（236）7.5.1 澳大利亚临时机构就业（派遣就业）的基本含义
（236）7.5.2 澳大利亚派遣机构的数量和业务范围（238）7.5.3 用人单位使用派遣人员的原因分析（239
）7.5.4 澳大利亚对派遣就业关系的规制（241）7.6 东亚两个案例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制特征（243
）7.6.1 日本——对欧美模式的“兼容”（243）7.6.2 韩国——工会力量影响劳务派遣的规制程度（247
）7.6.3 中国台湾地区——在争论中予以立法规制（248）7.7 本章小结（253）第8章 我国非正规就业劳
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建立（257）8.1 我国传统劳动关系调整对非正规就业的非适应性（257）8.1.1 劳动关
系调整的主体框架具有较强的除外性（257）8.1.2 雇佣关系的实质与调整规范的缺位（259）8.1.3 原有
的劳动关系调整体系运行缺乏效率（261）8.2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对非正规从业者的非适应性（265
）8.2.1 就整体而言社会保障处于缺位状态（266）8.2.2 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很难适用非正规就业
群体（268）8.3 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现实路径（270）8.3.1 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综合调
整（271）8.3.2 对非正规就业人员某一群体劳动关系的特别调整（273）8.3.3 我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
调整现实路径的特点（274）8.4 中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具体选择（277）8.4.1 我国非正规
就业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277）8.4.2 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理论支持（279）8.4.3 非正规就
业劳动关系调整的基本内容（283）第9章 研究总结和基于研究的我国政策探讨（287）9.1 对完善我国
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总体建议（287）9.2 对建立适合非正规就业者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289
）9.2.1 建立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综合原则（289）9.2.2 以劳动关系的形式区分保障模式（290
）9.2.3 实行“非正规”的保障方式（290）9.2.4 提高统筹层次以提高社会保险关系的可转移性（291
）9.3 对我国劳务派遣规制问题的探讨（292）9.3.1 关于我国劳务派遣的几个基本背景问题（293）9.3.2 
正视劳务派遣发展的客观规律性（295）9.3.3 劳务派遣的现实功能（298）9.3.4 劳务派遣的另一面——
亟待解决的问题（301）9.3.5 对当前劳务派遣规制的具体建议（302）9.3.6 本书研究总结、研究局限与
研究展望（304）附录1（310）附录2（311）附录3（313）主要参考文献（314）后记（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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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同工不同酬。
访谈情况还显示出了干同样工作，但因为是非正式职工，导致工资收入较低的情况。
被访者中有一个是在正规医院工作的护士，属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人员。
被访者为大专文化程度，在南方某市一家公立医院从事护士工作。
在医院工作了几年之后，她的月收入为916元，而干同样工作的固定职工的月收人为1 900多元，相
差100多元。
从这一收入差距可以看出，在同一单位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因不是该单位的固定职工，其收入不足固
定职工的1／2引用被访者的话是：“一个正式编制的成本可以顶两个合同编制的呢。
而且合同编制的人好管，他们服从性好，基本上都更听话。
”　　第四，非正规就业者的高端人才收入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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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研究：从国际视野探讨中国模式和政策选择》里讲到随着我国就业形式的
多样化发展，就业领域浮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就是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调整问题。
我国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数量增长很快，从业领域也日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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