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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业中的前科岐视研究》内容简介：就业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至关重要。
我国目前在就业中存在多种类型的歧视，对有违法犯罪前科公民的歧视即为其中之一。
在上海进行的对有犯罪前科公民就业状况的实证调查表明：虽然国家和政府出台了很多安置有犯罪前
科公民就业的措施，但是有前科公民的实际就业状况却很糟糕。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很多严格限制有前科公民的就业资格，且受到限制的职业种类广泛，因而造成严重
的职业隔离。
　　从反就业歧视的角度来说，“前科”的界定应该比较宽泛，即凡因违法违纪而被记录在案的事实
都属于前科。
前科歧视应定义为针对有前科公民实施的旨在克减、限制或剥夺其法律权利的任何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措施。
前科歧视目前在我国主要表现为直接歧视，其构成要件主要是对有前科公民权利的剥夺或限制，构成
了不合理的差别对待。
前科歧视的核心问题为对有前科公民的差别待遇是否合理。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剥夺或限制构成了差别对待，从报应刑罚主义和社会防卫
的角度来看，这种限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实质上这种差别待遇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原因有：这种差别对待构成不合理归类；违背了“责任相称”原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精神；犯了平等就业权；同时与诸多现代刑事政策相违背。
借鉴德国法上的比例原则来分析，这种差别待遇也是不符合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法意相称原则
的。
鉴于此，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剥夺构成了歧视。
　　从宪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前科歧视的本质是侵犯了有前科公民的平等就业权。
禁止前科歧视的关键是保障形式平等，核心是保障有前科公民的起点平等，同时辅以实质平等的保障
。
从这种差别待遇产生的根源来分析，前科歧视违反了不当联结禁止原则。
我国应当立法禁止前科歧视。
主要原因有：法律禁止前科歧视体现了法的正义性，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禁止前科歧视有利于违法犯
罪者复归社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禁止前科歧视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禁止前科歧视是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需要。
　　通过对世界各国对有前科公民的公务员资格限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是对有前科公民公务
员资格限制比较严格的国家之一。
在规定了反就业歧视的国家中，在法律中明确禁止前科歧视的国家很少。
加拿大、韩国等国的立法是明确禁止基于犯罪记录的歧视。
美国有少数州有类似的立法。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前科歧视案件采取的是合理性审查标准，因此，涉及限制有前科公民就
业资格的案件大都判为合宪。
国外立法和实践对中国的启示是：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原则来合理限制有前科公民的就业资格，将限
制的程度限定在是否与职业有关。
　　我国应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层面来保障有前科的公民不受就业歧视。
　　在立法方面，首先，法律应明确禁止前科歧视，立法中要秉持利益平衡原则，平衡社会公共安全
与有前科者的个人利益，平衡有前科者的平等就业权与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同时采纳关联性原则
和有利原则。
其次，我国应逐步废除或修改现行限制或剥夺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法律法规。
主要修改方向为：限制有与职业不相容的违法犯罪前科者的就业资格；应将限制或剥夺就业资格的人
群限定在有特定犯罪前科的公民；应完全排除对过失犯之限制；应完全废除终身限制就业资格之法律
；应排除对缓刑期满者之就业资格限制；应排除对承担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刑事责任者之就业资格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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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应完全排除假释考验期满者之就业资格限制。
　　行政机关应通过正确执法来保护有前科者不受歧视。
同时，我国应当形成一个以私益诉讼（包括传统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为基础，以公益诉讼为补充
，以宪法诉讼为后盾的符合中国国情、立体的诉讼体系来保障前科者的公平就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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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有前科的公民就业歧视现状实证研究　　就业是民生之本。
2001年的全球就业论坛提出：“工作是人民生活的核心，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而生存，
它还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
这使得工作成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就业是每一位劳动者赖以生存、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是关系亿万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解决好就业问题，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有利于
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从而为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
　　平等就业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是公民宪法上的平等权在劳动领域的延伸和具体化。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为平等就业权奠定了原则
和精神基础。
同时，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阳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就业权是劳动权的核心权利。
鉴于二此，保护公民获得平等的就业权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和规范要求。
余了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以外，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更是明角保障公民平等就业权。
我国《劳动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第13
条强调了妇女享有同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利。
我国《就业促进法》明确禁止就业歧视，该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
权利。
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没有专门的关于就业歧视的立法，但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平等的就
业权，反对就业歧视还是显而易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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