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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非正规就业成为破解就业难题的有效途径。
目前，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预见，伴随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将会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现阶段，中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构成主体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个体从业人员
等社会弱势群体。
这个群体不仅人力资本存量低，而且缺少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低下的劳动力素质严重阻碍了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个人和家庭境况的改善，放大了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冲
突，制约了经济发展，威胁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这一群体的素质与技能提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当前，中国针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教育培训理论尚属空白，教育培训实践尚不成熟，教育培训体系与
制度尚未形成。
由此可见，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书将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问题纳入教育培训市场供求的理论框架之中，以全面剖析非正
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市场的基本要素——供求主体、教育培训产品、教育培训市场自身的性质和特
征为逻辑起点，重点考察了政府、非正规就业者、用人单位、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等相关主体在非正规
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中的行为模式与特点，得出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供求主体的“理性经济人
”性质、教育培训偏重于“公共性”的“准公共产品”性质、教育培训市场的“混合经济”性质等基
本结论，并以此作为全书分析的理论前提。
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探究了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供求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分析了问
题产生的制度与政策根源，提出了化解矛盾，解决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难题的制度设计与模式
构想。
    全书共八章，除第一章导言之外，分为四部分进行讨论：    第一部分为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由第
二章构成。
主要阐释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相关概念，并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和文献进行梳理与评述。
本书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处于弱势地位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重点研究该群体的教育培训问题。
    第二部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奠定全书的分析基础，由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
从教育供求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市场基本要素的性质，揭示政府担负非
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责任的理论依据。
在考察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需求与教育培训选择
的行为特征与行为诱因。
    第三部分为问题挖掘与根源探究，由第五、第六、第七章构成。
通过对中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历史回顾与现实考察，揭示出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中
存在的供求总量矛盾、供求结构矛盾和供给模式缺陷等深层次问题，并从劳动力市场分割、教育体制
与政策层面对问题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
    第四部分探讨问题的解决路径，由第八章构成。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制度的设计思路，构建中
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供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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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教育培训理论综述　四、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理论评析第三章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
训市场的理论分析　一、教育供求的基本理论　二、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产品的性质分析　三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市场的主体分析第四章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需求与教育培训
选择　一、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分析　二、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需求层次　三、非
正规就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需求愿望与需求能力的矛盾　四、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需求函数
第五章  中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历史回顾　一、中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产生与发展进程
回溯　二、改革开放前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　三、改革开放以来非正规就业劳动力的教育培
训第六章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一、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供求总量矛
盾　二、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产品缺陷　三、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供给模式的缺陷第
七章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中存在问题的制度与政策根源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对非正规就业
劳动力教育培训微观主体的投资制约　二、教育体制与政策根源　三、社会培训机构参与非正规就业
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制度和机制不完善　四、非正规就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教育培训动机与能
力综合评价第八章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制度设计与模式构建　一、完善市场就业制度——
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一元化　二、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经费保障制度设计　三、建立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产品供给制度　四、建立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法律保
障机制结束语主要参考文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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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一）非正规就业　　到目前为止，国
内外还没有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统一定义，大多是就它的特征和范畴做出描述。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未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明确的解释。
概念的混乱反映了人们对现象认识的偏差。
因此，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分析。
下面，笔者将在对各家的观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本书中所要探讨的“非正规就业”概念做出界定
。
　　在谈到“非正规就业”这个概念时，常常会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
就业”和“灵活就业”等概念，因此，本书中也会涉及这几个概念。
　　1.国际劳工组织及国外、我国港、台地区学者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界定　　1972年，国际劳
工组织（ILO）在考察肯尼亚的就业状况时发现，在类似的发展中国家中，主要问题不是失业，而是
存在着大量“有工作的穷人”。
之后，在其题为《就业、收入和平等：肯尼亚增加生产性就业的战略》的报告中将这样的就业组织称
为“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从而第一次提出了“非正规部门”这一概念。
1991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其《局长报告：非正规部门的困境》中进一步对非正规部门做了如下界定：
“非正规部门是指发展中国家城市那些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很小规模的生产或服务单
位”。
报告还指出，这些单位往往没有固定的场所、收人、作息时间；大部分由独立的自营就业者组成，少
数单位也雇佣少量工人或学徒；经营资本少；技能和经营水平较低；就业很不稳定；绝大多数没有被
官方统计；很少有机会取得贷款、接受正规培训和教育；也很少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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