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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保障

袁羽西，冯跃林

( 重庆医科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重庆 400016)

女性自身的生理特点、心理特性以及承担孕

育下一代的特殊社会使命，注定了她们在工作过

程中不但应该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一般权益，而且

应赋予她们与男子不同的特殊权益。在我国经济

转型、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

保障在“应然权”和“实然权”之间仍有较大差距。
从法律制度的构建看，目前，我国已颁布的有关女

性劳动者特殊权益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但这些法

律法规在动态执行过程中因种种具体原因不能很

好地落实执行，不和谐声音时见报道。因此，探讨

女性在劳动过程中的特殊权益，确保各行各业的女

性劳动者能充分享受经济改革的发展成果，对构建

和谐、科学发展的社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女性劳动者特殊权益保障的必要性

( 一) 女性劳动者特殊权益界定

女性劳动者特殊权益是女性劳动权益的重要

组成部份。法律不仅赋予了女性在整个劳动过程

中与男性平等的一切权益和机会 ( 一般劳动权

益) ，同时还根据女性的生理特性和孕育下一代的

社会责任，赋予了女性在劳动领域内与男性不一

样的权益( 特殊劳动权益) ，主要包括劳动禁忌范

围、生育期劳动权、休假权、生育期待遇、生育保

险、职业安全与健康体检，等等。

( 二) 女性劳动者特殊权益保障的必要性

1．保障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有利于实现男
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根

本改变，男女平等的概念写入基本国策，形成了以

《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的完

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得到

较好保障。在推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家行

动计划《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0 － 2020 年) 中

明确提出: 在未来十年，国家在妇女与健康方面将

继续有针对性地解决女性特殊生理期的健康问

题，将孕产妇的死亡率控制在 0． 02% 以下; 在妇女

与经济方面，将女性特殊劳动保护作为劳动保障

监察和劳动安全监督的重要内容，禁止安排女性

从事禁忌劳动范围内的工作，保障女性劳动安全、
降低女性劳动者职业病发病率、保障女性劳动者

的劳动权益; 在妇女与社会保障方面，生育保险覆

盖所有用人单位。2012 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又对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作了更

为细致、具体的规定。从以上的国家立法和政策

层面看，保障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促进妇女发

展已成为实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要途径。
2．保障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有利于构建和

谐社会
在洛桑学院每年发布的国家竞争力评比结果

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基本以北欧、西欧为主，而这

些国家基本都是女性权益保障最先进的国家。他

们的经验表明，对女性劳动者提供特殊权益保障

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力［1］。我国女性劳动者规

模庞大，“六普”长表数据显示: 2010 年在我国 16
岁及以上从业人员中，女性占 44． 7%，女性就业率

为 61． 7%，女性劳动年龄人口为 4． 9 亿; 而女性就

业比例达 67． 5% 的三个行业( 农、林、牧、渔、水利

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 ，属于典型的

平均劳动报酬偏低的边缘化部门［2］。如果这些企

业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以人为本，严格

落实法律法规为女性劳动者提供的各项特殊权益，

使这支庞大的队伍能充分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

暖，充分享受经济改革发展的成果，必将对提高我

国的竞争力、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保障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有利于与国际
劳工立法接轨

保障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是社会进步与发

展、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具体体现。世界各

国在立法上早就一致承认对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

益进行保护的立法基础和立法意义，并且制定了

非常具体明确的标准。如国际劳工组织 1960 年

制订的《保护工人以防电离辐射建议书》( 第 114
号建议书) 、1971 年公布的《防苯中毒危害公约》
( 第 136 号公约) 对育龄、孕产期的女性从事放射

性工作、接触有害化合物方面提供了各种保障措

施; 1990 年通过的《夜间工作公约》( 第 171 号公

约) 进一步明确了夜间工作的具体时间范围、以及

对女性需要采取的特殊保护; 2000 年通过的《生育

保护公约》( 183 号) 和同名的建议书，对女性劳动

者在怀孕、产假期间的就业权益起到了有效的保

障。我国 2012 年新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在劳动禁忌范围、产假假期和产假待遇、监

督管理体制方面都进行了具体细化，体现了我国

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保障与国际立法发展趋势

的一致性。

二、女性劳动者特殊权益保障
存在的突出问题

( 一) 立法理念滞后 原则性条款多

我国针对女性劳动者特殊权益保障的法律法

规较多，而这些法规，大多是基于生理性别而制定

的，大多习惯于在“男性本位”的视野下规范女性

的权益，价值取向多在于“保护”，而欧美国家在立

法上更多地从两性比较的角度，要求保证两性平

等权利，价值取向在于促进性别平等［3］。欧美国

家对女性劳动者的保护重点由一些生理特征而进

行的保护逐步转为基于社会性别意义的保护行

为，“确保男女之间的平等”已经进入当今欧美国

家的决策主流［4］，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立法理

念滞后。
同时，在已有的女性劳动者特殊权益保障的

法律法规中有很多应该和禁止的条款，但多为原

则性的，如在劳动安全卫生方面企业具体应该投

入多少资金，女性占企业职工多大比例必须设置

女工休息室、哺乳室等没有明确的标准。这些原

则性的规定直接导致了企业在劳动保护设施方面

的投入基本不受监督，法律条款实际操作性较差。

( 二) 法定的特殊权益落实不理想

经济体制的变革使国家保护女性权益的组织

条件发生了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体制的制

度设置保证了组织目标与国家目标的一致，国家

的法规政策在单位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5］，而在

高度市场化的今天，企业大多以追求经济效益最

大化为目标，女性劳动者法定的特殊权益难以落

实。2010 年 5 至 6 月对福建省九个地区不同企业

进行的调查统计显示: 62． 8% 的企业与女职工签

订了劳动合同，签订合同的企业中，仅有 38． 2% 的

企业将女职工的劳动权利、特殊劳动保护内容写

入合同，6． 8%的企业明确要求女性在合同期内或

工作几年内不得怀孕; 三分之一左右的女性所在

企业会或有时要求生育期间的女性加班加点做夜

工; 分别有 10． 5%、12． 5%、17． 4% 的女性在生育

期被经常、有时、偶尔安排从事禁忌劳动范围的工

作; 分别有 8． 5%、17． 7%的女性在生育期被有、偶
尔安排从事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工作; 超过 60%
的企业没有为生育期的女工安排休息或哺乳时

间，没有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没能为生育保健提

供较好的保障; 8%的女性所在单位经常解雇生育

期的女工，10． 0% 女职工没有产假［6］。这些数据

表明，在现实的执行过程中女性劳动者法定的特

殊权益保障没能得到较好的落实。

( 三) 职业安全防护、健康体检不到位

为减少成本，大多企业在职业安全防护上投

入较少，更不愿意为女性劳动者提供健康体检。
1998—2005 年，全总女职工部对全国 2 000 多家

中小企业包括箱包、制鞋、服装、玩具行业的调查

表明，20% ～30%的女性在从事有毒有害的工作，

30%的女性劳动者产前检查得不到落实［7］。福建

省总工会 2004 年对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女工调查

发现，有 33． 2% 的女工所在单位没有定期或根本

没有组织妇科检查，仅有 51． 7% 的女性可以在单

位报销检查费［8］。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女性劳

动者的职业安全防护与健康体检得不到有效的

保障。

三、完善女性劳动者特殊权益保障的对策

( 一) 转变立法理念，完善保障体系

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思路，以社会性别为视

角，把单纯的基于生理特点的对“弱者”的保护向

赋予权力转变。通过立法赋予男女共同的育儿

假、陪产假，促进性别平等: 在瑞典为了鼓励父亲

参与子女养育，法律赋予父母每生产一个子女可

以享有 480 天的带薪孕产假，其中有 2 个月必须

是父亲享有，前 390 天是原工资的 77． 6%，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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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为固定薪水( 每月补助 180 克朗) ; 在挪威父母

双方可以共休 47 周育儿假拿全额工资，也可以休

57 周假拿原来工资的 80%［9］; 同时国家可以通过

建立税收调节机制，为女性劳动者的特殊权益提

供刚性保障: 女性因为生理特性和生育的社会责

任而享有各项特殊权益为企业带来了高于男性的

人力成本，成为企业的“包袱”，这些成本理应由全

体纳税人形成的社会保障来承担。我国是以政府

行政主导为主的国家，行政保障是一种弹性保障，

人为因素较大，而司法保障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

是相对刚性的［10］。建立强制手段的税收调节机

制，对女性劳动者达到一定比例的单位在税收上

提供优惠，减轻企业使用女性劳动者的人力成本，

从源头上杜绝企业的侵权行为，确保特殊权益自

上而下得到落实。

( 二) 加大对违法侵权行为的刑事处罚

如果某种行为仅被指违法而不受相应程度的

惩罚，那它的蔓延势必将难以控制［11］。2012 年新

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虽然明确了相

当一部份侵权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惩罚力

度远远不够。例如在该规定中对用人单位安排女

职工从事禁忌劳动的仅仅按照受侵害的女职工每

人 1 000 ～ 5 000 元罚款，对孕期、产期的侵权行为

也只是处以 5 万 ～ 30 万的罚款，但哪些侵权行为

构成犯罪没有明确界定。对企业违法侵权的惩罚

多限于行政制裁、经济赔偿层面，对企业不能产生

威慑作用。我们可以借鉴韩国劳动法的相关规

定: 劳动监管部门对违法侵权行为视而不见的判

处 3 年以下监禁，违反夜间工作、加班、产假等规

定的应判处 2 年以下监禁等等，从立法层面明确

界定哪些行为可以给予刑事处罚，以此来推动女

性劳动者特殊权益保障的落实。

( 三) 提高女性劳动者的自我维权意识和能力

即使有再多的法律法规对女性劳动者的特殊

权益保障作出规定，如果女性劳动者自身维权意

识不强烈，不能很好地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也不能真正落实女性劳动者特殊权益的

保障。《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5 条规定:“国家鼓励

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

法权利。”女性对于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权意识和能

力在保障体系的整个链条中处于源头地位。2011
年底全国妇联主席宋秀岩公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的主要数据显示，83． 4% 的妇女知

道中国目前有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12］; 针对

维权意识弱、维权能力差的女性群体采取多种措

施提高自我维权意识和能力，才能使女性的特殊

保障保得以落实，才能使女性真正成为促进自己

发展的主体［13］。
女性劳动者特殊权益的保障是一项社会系统

工程，只有通过社会各阶层一起努力，才能建立起

一种良好的保障体系，只有在女性劳动者特殊权

益受到良好保障的社会，女性劳动者才能科学、有
效、积极 的 工 作，才 能 构 建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和 谐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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