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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排斥概念的演变和涵义

社会排斥的概念最初是在研究贫困问题的工

程 中 出 现 的 ， 最 初 源 于 法 国 学 者 拉 诺 尔（Ren

Lenoir）。1974 年拉诺尔用社会排斥（social exclu-

sion）的概念指那些没有收到社会保障的保护，同时

又被贴上“社会问题”标签的不同类型的人，例如精

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
物滥用者等边缘人、反社会的人和其他社会不适应

者。拉诺尔估计当时法国受排斥者是法国人口的

1/10。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爆发了经

济危机，表现为经济滞胀、失业率上升、福利依赖

等。为了应对出现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开始实行

福利多元主义和私营化，有些人不得不依靠市场来

购买社会服务，福利水平的下降和福利覆盖面的缩

小导致社会贫困的加剧和扩大。社会排斥就在这样

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80 年代开始，社会排斥概

念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指代的对象也更为广泛，

成为个人和社会之间无法形成社会团结状况的描

述用语。到 90 年代，这个概念的涵义被拓宽，指某

些群体部分或全部出局，享受不到人类权利。社会

排斥其使用范围超出法国而遍及欧盟国家，甚至影

响到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于社会排斥

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
目前对于社会排斥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界

定。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来界定社会排斥

这个概念，可谓见仁见智。
西尔弗(Silver)提出了社会排斥的 3 种不同的

范式：团结型、特殊型和垄断型。团结型范式认为社

会排斥是指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纽带的削弱与断

裂过程。特殊型则认为排斥是一种歧视的表现，是

群体性差异的体现。垄断型范式认为群体差异和不

平等是重叠的，认为社会排斥是集团垄断所形成的

后果之一。吉登斯（Giddens）认为，社会排斥指的是

个体有可能中断全面参与社会的方式，社会排斥关

心的是一系列阻止个体或群体拥有对大多数人开

发的机会的广泛因素。而阿马蒂亚·森则认为社会

排斥是与贫困和能力剥夺有联系的，被隔绝于某些

社会关系之外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剥削，进一步限制

了我们的生活机会。人们往往认为国内关于社会排

斥的界定有以下几种看法，李斌教授认为：社会排

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以及

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

孤立的群体的过程。石彤教授在《社会排斥：一个研

究女性劣势群体的新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中提

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会群体没有

机会参与一些主流社会价值观所普遍认同的社会

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过程，这个过程具有

多重的特点，变现为被排斥者在经济、政治、社会及

文化等许多方面的长期缺乏。唐钧认为：社会排斥

是目前社会的游戏规则造成的。而社会政策研究的

目的就是要修订目前的游戏规则，使之尽可能地使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成果，从而趋于更合

理、更公平。而本人较认同李斌教授对于“社会排

斥”的界定。本人认为社会排斥既是由于先天的某

社会排斥与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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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日益成为孤立群体的过程。 目前，由于

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非正规就业女性的排斥，造成了她们社会权利的缺失。 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认

为社会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非正规就业女性应该享受到相应的社会权利。 所以，必须通过改革户籍

制度，消除就业歧视和追求社会发展等政策措施来保障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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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素，比如身心残疾、年老体弱等，更是后天社会

制度性的结果，现存的一些社会政策加剧了社会分

化和社会排斥的趋势。
二、非正规就业女性及其社会权利

“非正规就业”这一词源于国际劳工组织

（ILC）,原意是指在非正规组织或部门的就业,它主

要指规模很小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单

位。本文中的“非正规就业女性”是指在一些非正规

部门或某些正规部门中从事部分时间的就业和各

种临时性、突击性、定期合同式的就业的女性。其中

将非正规部门定义为: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手

工作坊、个体就业等等，它是相对于长期稳定的正

规就业而言的。所以非正规就业除了在非正规部门

中就业外,也包括在正规部门中创造的非正规就业

岗位，如临时工、小时工、季节工、短期合同工等就

业形式。近年来，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化或者女性的

非正规就业化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都是不

争的事实。2006 年 11 月发布的《全国农村妇女权

益状况和维权需求调查报告》中显示，有超过一半

的女性流动人口属于非正规就业，较男性流动人口

的比例高出了 10 个百分点。女性进入到非正规就

业领域的现象在我国和全世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女性进入到非正规就业领域在一方面扩大了女

性的就业渠道，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非正规

就业领域中，女性的劳动权益容易受到侵犯，而且，

从长远来说，非正规就业造成了男女两性就业领域

的性别分化。
1950 年 T.H 马歇尔在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

级》中提到“公民身份是一种地位，是一个共同体的

完全的成员享有的地位，享有这种地位的人在权利

和义务方面是平等的”。与公民身份相联系的有 3

种权利，分别是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其

中社会权利是指“从对少量的经济福利和保障的权

利到分享社会遗产，以及根据通行的社会标准享受

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从

社会权利的功能方面界定社会权利，是在说公民的

社会权利就是公民从社会中获得一定的福利给付

的权利，或者说是在市场之外获得一定的经济资源

的权利。社会权利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包括教育权、
医疗权、休假权、娱乐权和获得保障的权利等，可以

说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社

会权利的缺失则是指某些人群不能享有或者是不

能正当地享有这些权利。自从马歇尔提出社会权利

以后，社会发展的条件下获得相应的社会权利已经

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下，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来

保障人们的福利，使人们能够享受到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进步，我国居民社会权利的保证和享有主要是

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的。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

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

会优抚这几部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一些发达

国家相比水平较低，人群覆盖面较窄，保障水平较

低，但是近几年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

保险等社会保险，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

视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居民的社会权利。
三、非正规就业女性面临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权

利的缺失

（一）女性在正规就业领域更容易受到排斥

在目前中国的转型过程中看到的一个普遍现

象,即女性大量从正规就业领域里受到排挤从而被

新鲜的劳动力所取代。女性劳动力被“取代”年龄边

界越来越有“低龄化”的趋向。很多研究表明,年龄

高于 35 岁的女性很容易在就业市场上遭受到失

业。在我国的下岗失业浪潮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

重，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容易失去工作岗位是一个不

容否认的事实。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做过一项有关

城市失业家庭的调查,调查显示在最近两到三年有

过失业经历的女性比男性比例高 17 个百分点。不

可否认在就业市场上，女性的失业率要高于男性。
失业率上升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劳动力市场上

的弱势群体排斥效应增强。特别是在正规经济部门

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时,这种社会排斥更为明

显。由于这种就业排斥的存在,一个女性一旦下岗

失业很难重返正规部门, 可选择的通常只有“向

下行”———进入低一层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与就

业歧视相伴随的是对女性社会权利的侵害，女性由

较为稳定的、收入较高的正规就业岗位进入非正规

就业岗位容易导致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的降低。有

调查显示，非正规就业的女性有向“第三产业”聚集

的趋势，尤其是一些服务业，如家政业和旅游业。一

般从事这些服务业对知识和技能的门槛较低，也正

因为如此，从事这些产业的女性往往文化水平和素

质较低，她们往往没有为自己争取社会保障权利的

意识，而且由于被排挤到可替代性较强的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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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可能为了保住现有的工作

饭碗，为了当前经济利益而牺牲自己应有的获得社

会保障的社会权利。
（二）非正规就业女性由于人口流动而受到社

会排斥

在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群

体是女性流动人口。由于丈夫有较正规的工作，她

们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主要是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
非正规就业的途径顾全了她们既想要照顾家庭又

想要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中国

目前的城市户籍制度与用工制度的限制,中国长期

以来实行的是二元制户籍制度，从法律意义上划分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民是被限制迁移的自

由，而且与户籍制度附加的还有各种相关的福利，

农村长期没有享受过社会福利，农民缺少社会福利

的意识。农民流动到城市中由于没有当地的户口就

无法享受到和当地居民一样的福利，包括教育、住
房、就业等等。所以女性流动人口流动到城市社会

中受到社会发展先天性制度的整体排斥，因此她们

就无法享受到这个城市发展的成果，无法获得相应

的各种福利，无法享受社会权利；另一方面因为地

方政府和社区的保护主义及城市市民对她们抢夺

本该属于当地居民就业机会的偏见,导致一些城市

人口对女性流动人口有不接纳甚至是歧视的态度。
（三）社会保障制度排斥和非正规就业女性社

会权利的缺失

社会保障是由国家实施的，为全体社会成员的

基本生活提供最为基本的社会保障的社会制度。社

会保障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方式，调节社会收入分

配，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社会保障所包含的内容比

较多，但目前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

会救济等领域。社会保障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社会

制度，是与每个公民都应当享有的社会权利紧密相

关的。
目前《劳动法》要求用人单位要和劳动者签订

相应的用工合同来保障劳动者能够享有相应的各

种社会保险，维护劳动者的社会权利。与此相反，一

些非正规的企业和用人单位可能存在逃避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因此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就

无法享受到本应享受到的社会权利。有研究表明非

正规就业女性的雇用关系不明确或松散，基本上没

有享受社会保障，大多数没有或雇主拒签劳动合

同，由于没有明确的雇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务)合

同,她们往往就没有社会保险的保障，使得她们无

法享受到最基本的保障措施，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

制之外，从而失去了享有社会保障的基本社会权

利。
四、反社会排斥：针对非正规就业女性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社会排斥的存在，非

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且社会

排斥不仅会对非正规就业女性群体的权益受损和

限制，而且也会损害社会公正，最终会危及到整个

社会的利益。这种社会排斥的存在不仅威危害了非

正规就业女性自身的权益，而且最终会危及全体社

会成员的福祉，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一旦这种排斥超过了非正规就业妇女所能忍受的

底线，社会冲突就会爆发。因此，我们必须制定政策

反社会排斥，这是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和维护社会

稳定的重要途径。
（一）改革户籍制度，实现社会融合

由于人口流动造成了对于非正规就业女性尤

其是流动女性的社会排斥，目前中国僵化的户籍制

度使得非正规就业的女性没有受到和本地居民同

等的社会保障，受到了制度方面的排斥，失去了他

们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使她们越来越被“边缘

化”。因此，改革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显得尤为重

要。打破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结构，虽然目前我国

的一些地方的户籍管理制度有所松动，但是一些从

事非正规就业的流动妇女的社会权利还是没有得

到多大的改善，究其原因是因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

障制度是与户籍制度相挂钩的，与户籍相关的各项

社会制度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因此改革户籍制

度，使得与户籍制度相挂钩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能

够落到实处，保障非正规就业女性尤其是流动女性

能够和当地的居民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在就

业、教育、住房等方面不会受到制度性的歧视，消除

制度性排斥，使非正规就业女性也能拥有相应的社

会权利，实现社会融合。
（二）消除就业歧视，维护劳动权利

由于在就业市场中存在着性别歧视，女性劳动

者在就业领域更容易受到社会排斥，从而不得不向

非正规就业领域聚集。相比于正规就业领域，非正

规就业领域中女性的社会权利容易丧失，非正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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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女性有时不得不为了保住现有的工作职位而丧

失自己本该有的社会权利。因此，应消除在劳动力

市场当中的性别歧视，取消不合理的就业限制，加

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和管理，规范劳动关系。对

于一些在用人和招聘方面存在性别歧视的用人单

位和企业，有关部门要进行严厉处罚。此外，加大宣

传和教育，加强女性劳动者的性别意识和法制观

念，一旦面对侵害个人劳动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行

为，不是忍气吞声，而将诉诸法律途径。
（三）追求社会发展，反对社会排斥

非正规就业女性被排斥，越来越被边缘化的

一种处境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从

而压迫弱势妇女的后果，是一种扭曲式的发展。经
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的相应发展，人们在一

味追求经济发展是以环境的破坏、社会问题的出

现、弱势群体权益的丧失为代价。所以，就有了

“社会发展”这一概念，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

展。在社会发展中，采取了一些社会政策工具，其

中就包括小型企业创业计划、金融服务和经济教

育、创造工作岗位和培训、反歧视运动、反歧视立

法等等。
1.在宏观层面，首先，针对非正规就业女性受

到社会排斥和歧视的现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

消除对于非正规就业女性和流动女性的排斥和歧

视，尤其针对目前在就业领域存在的性别歧视，进

行社会倡导，消除一些企业和用人单位的性别偏

见，在劳动力市场领域创造一种平等和谐的就业环

境。其次，完善相关的劳动法律，切实保护非正规就

业人员的劳动权利，我国目前的《劳动法》对于正规

就业人员的社会权利有所保障，但是对于那些非正

规就业人员的社会权利没有有效地保护，导致有些

用人单位通过剥夺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权利来

降低用人成本，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劳动法律，使非

正规就业人员能够和正规就业人员获得平等的劳

动权益和与劳动权益相连接的社会权利。
2.在微观方面，针对非正规就业妇女本身个体

而言，由于她们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在劳动力市场

上没有竞争优势，因此她们不得不“向下流动”从事

非正规劳动。针对非正规就业女性进行职业技能和

素质水平培训和教育，使她们拥有一技之长，比如

缝纫、编织、打字、烹饪、花艺等等这些比较适合女

性的技术和手艺，使她们能够凭借自身能力进入到

正规就业领域。还有，针对一些非正规就业女性家

庭比较贫困，自身经济能力较为薄弱，仿效孟加拉

的小额信贷的扶贫模式，为她们提供一定的低息

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充分利用自身的技能生产自

救，非正规就业妇女可以通过这笔资金来购买原

材料进行加工销售或者是经营小卖部和超市进行

批发零售等等。通过这笔小额贷款，非正规就业女

性甚至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女性可以获得一定的经

济收入，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社会

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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