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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的背景、研究方法以及非正规
就业的概念界定、群体细分、规模与趋势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通过对当前国家和地方已出台的社会
保险政策及其历史演进过程和效果的调查，分析了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还对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可供借鉴
之处。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必须妥善处理的几方面重要关系，提出了具
体思路；针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参加社会保险进行了养老和医疗保险精算分析和社会保险方案设计。报
告最后还得出了本研究的几点主要结论，提出了促进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的多方面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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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78）（二）许多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难以确定，这种情况给维护劳动者
权益带来很大困难（78）（三）缺乏针对和适应非正规就业的法律规范（79）（四）开办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和从事个体经营面临许多困难（79）六、促进我国非正规就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和思路（80）
（一）全面认识非正规就业的正面作用和消极影响（80）（二）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完善法律，保
障权益（81）分报告之二非正规就业群体养老保险问题研究（85）一、概念与基本评估（85）（一）
概念界定与基本趋势（85）（二）种类（85）二、参保现状（86）（一）地方已出台的参保政策（86
）（二）参保现状（86）（三）低覆盖的原因（86）（四）对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挑战（87）三、基
本思路（87）（一）转变传统理念（87）（二）处理好几个关系（88）四、关于缴费费率、缴费年限
和替代率的测算（90）（一）政策与参数假定（90）（二）数学模型（91）（三）测算结果（92）（
四）测算结论（95）五、政策建议（96）（一）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96）（二）完善政府优惠扶持
政策（97）（三）运用技术手段，提高管理能力（97）分报告之三非正规就业人员医疗保险问题研究
（1）——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100）一、调查背景（100）（一）全国非正规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很
高的比重，未来还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而长期存在（100）（二）2003年5月劳动保障部出台了
《关于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并在全国各地实施（100）（三）非正规就业
人员有很多的特殊性，需要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加以关注和研究（101）二、调查内容（101）（一）本
地区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基本情况（101）（二）已参保人员的情况（102）（三）未参保人员的情况
（102）（四）非正规就业人员参保政策制定的情况（102）三、调查说明（102）（一）调查对象
（102）（二）调查方法（102）（三）调查实施过程（102）（四）数据处理与分析（103）（五）相
关说明（103）四、调查结果（103）（一）基本情况（103）（二）已经参保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情况
（115）（三）没有参保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情况（123）（四）三省份11城市接受调查人员指标比较
（129）五、分析与讨论（133）（一）调查发现非正规就业人员参保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得到了非
正规就业人员的认可（133）（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134）六、政策建议（136）（一）更加有针
对性地进行非正规就业人员参保宣传动员工作（136）（二）适当放宽非正规就业人员参保条件（136
）（三）采取措施制止企业“搭便车”，让职工以非正规就业身份参保（136）（四）适当调整非正规
就业人员个人账户的划入比例（136）（五）研究解决参保手续异地转移和缴费年限问题（136）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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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四非正规就业人员医疗保险问题研究（2）——精算分析（138）一、研究目的（138）二、研究对
象（138）三、理论依据与方法（138）（一）理论依据——大数法则（138）（二）缴费收支平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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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40）五、数据修正方法与结果（140）六、参数假设及依据（141）七、预测结果与弹性分析
（142）（一）单个参保职工缴收支预测结果（142）（二）弹性分析（144）八、政策含义（149）分
报告之五非正规就业对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150）一、目前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参保政
策（150）二、各地的做法（152）（一）确定较低费率（152）（二）实行政府补贴（153）（三）缴
费方式灵活多样（153）（四）管理上提供便利（153）三、非正规就业人员参保难点和存在的问题
（154）（一）非正规就业人员构成复杂，参保信息难摸清（154）（二）非正规就业人员自身特点制
约建立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154）（三）社会认知程度低（155）（四）管理成本高（156）（五）缴
费不均衡（156）四、非正规就业对社会保险管理提出新的要求（156）（一）需要面向个人的管理
（156）（二）需要便捷、高效的个人账户管理模式为其后盾（156）（三）需要规范、畅通的社会保
险关系接续渠道与其匹配（156）（四）需要较高的信息化管理手段（157）五、加强非正规人员社会
保险管理的思路（157）（一）实现观念上的转变（157）（二）改进工作方式和服务手段（158）（三
）加强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和接续（159）（四）完善经办流程（159）（五）加强技术支持（160）（六
）加强立法和执法（160）（七）强化舆论宣传（160）（八）保证人员和经费（161）分报告之六国外
非正规就业及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政策研究（162）一、国外非正规就业方式发展的基本情况
（162）（一）国外非正规就业方式的类型（162）（二）国外各种非正规就业方式的现状（164）（三
）非正规就业方式在促进就业、解决失业问题方面的作用（168）二、国外促进非正规就业的政策和措
施（171）（一）为劳动者选择非正规就业创造有利条件（171）（二）保护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权益
（173）（三）提高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福利待遇（174）（四）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职业培训
和劳动保护（175）三、国外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和措施（175）（一）普遍的社会保
障（176）（二）家庭成员享受附带的社会保障待遇（179）（三）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181）
（四）社会救助制度（184）（五）欧盟成员国内部社会保障待遇的协调和转移（185）（六）发展中
国家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计划（188）四、国外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对我们的借鉴作
用（190）（一）完善现行劳动保障法律，把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体系（191）（二
）从实际情况出发，建立适合非正规就业人员特点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191）（三）对低收入非正规
就业群体实施非缴费型社会保障计划（192）分报告之七非正规就业群体劳动保障问题研究综述（194
）一、我国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历程（194）二、关于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概念的辨析（196）
（一）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概念界定（196）（二）关于非正规就业标准的研究（199）（三）
关于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部门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200）（四）与非正规就业相关的其他概念（201
）三、关于非正规就业发展的研究（203）（一）关于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现状（203）（二）非正规就
业产生的原因、作用及发展趋势（204）（三）非正规就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205）（四）发展非
正规就业的对策建议（207）（五）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研究（210）（六）对国外非正规就业的研究
（213）四、关于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216）（一）关于非正规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
题的研究（217）（二）关于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218）（三）关于医疗保险制度
（221）（四）关于养老保险制度（222）五、关于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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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普遍性是社会保障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保障公平理念和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国目前正致力于建
设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目标，实现社会保障的普遍性是其基本手段和措施。但现实是，我国现行的社
会保障制度除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之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由于覆盖
面的局限，离保障的普遍性仍有相当的差距。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一直存在。虽然近
年来该群体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人数已有明显的增加，但覆盖面仍十分有限。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缴费型福利项目，强调权利义务相对应，而据劳动保障
部2002年对10个城市调查情况显示，月收入500元以下的占86％。可见，非正规就业群体多数只能维持
当期基本生活，缴费能力很弱，或者根本没有缴费能力。近年来，尽管我国城镇职工工资水平在稳步
增长，但在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和边缘，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并没有明显增长。由此可见，随着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政策的统一，社会保障门槛有较大幅度提高。未来，非正规就业人员参保人数
和社会保险覆盖面很可能出现不升反降的局面。从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看，各国政府均承担国民的社
会保障责任，特别是要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职能扶助弱者，帮助穷人，促进收入正向再分配，实现
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社会保险计划只覆盖劳动力市场的部分强势群体（多为正
规就业者和收入较高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公共财政向养老等主要的社会保险计划大量投人，客观上
加剧了全社会的分配不公，导致收入的逆向再分配，加剧了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因
此，有必要借鉴有关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加大财政的社会保障投
入：一是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的实施范围，尽可能鼓励非正规就业者参保。将原针对国有企业下岗失业
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等优惠政策变成普惠福利，即对所有收入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属于“4050
”人员的非正规就业者，经本人申请，可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以体现社会保险的政府责任，减轻非正
规就业者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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