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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形式，也是残疾人非农就业的主要形式，2021年占

比将近30%。受经济环境变化影响，2017-2021年灵活就

业占比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残疾人灵活就业人数增长

的同时，灵活就业占比也持续上升，灵活就业方式成为

越来越多残疾人就业者的选择。

残疾人就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残疾人就业虽然形式多样，就业人数在逐步增加，

但比例依然偏低，质量也不高。总体来说，残疾人非农

就业面临以下几点挑战：

一 是 就 业 环 境 有 待 改 进 。 与 农 业 生 产 部 门 的 自 然

就业不同，非农就业大多属于雇佣制就业。残疾人作为

弱势群体，受身体素质、人力资本、社会观念与分工、

雇佣偏好等诸多因素影响，在就业中很容易被边缘化，

特别是智力、精神残疾人往往不具备做出理性决策的能

力，在就业时面临更多的障碍和阻力。因此，残疾人就

业需要公开公正平等尊重的就业环境。

二是就业保障尚不完善。现有工薪劳动者的社会保

险由于较高的缴费门槛设置无法将灵活就业、个体就业

的残疾人员很好地覆盖，导致这部分残疾就业者基本没

有稳定的社会保险待遇。加之灵活就业、个体就业的残

疾人劳动收入往往不高，容易对现有享受的社会救助与

社会福利类的转移性补贴性收入特别关注，这种叠加效

应会抑制残疾人的就业积极性，导致残疾人退出劳动力

市场。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是阻碍残疾人就业

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残疾就业者的人力资本水

平对其就业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接受教育和培训

是最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残

疾与残疾人行为能力的缺失（袁丹等，2021），导致残

疾人在非农就业中面临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技能培训

受挫、层次不高等问题。对于互联网经济下的残疾人灵

活就业来说，残疾人如果没有相关数字知识和互联网技

能的积累，将直接影响其对网络信息资源的获取和来自

数字生活的收益。

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建议

（一）全面落实残疾人就业保护政策

政 府 应 全 面 依 法 履 行 维 护 残 疾 人 劳 动 就 业 权 的 公

共责任，将残疾人劳动就业权的保障情况纳入政绩考核

或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设立残疾人就业评估与职业培训

指导中心，帮助残疾人尽快适应就业岗位，解决用人单

位的后顾之忧。监督执法部门应采取培训、讲座、专项

行动等形式，不断提升对残疾人就业执法监督的思想认

知，依法处置侵害残疾人劳动就业权的行为。完善残疾

人就业司法保障机制，将残疾人纳入优先获取法律援助

的范围，严格落实援助经费保障制度，保障残疾人的合

法权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录时要带

头设置残疾人就业岗位，对按比例安置残疾人执行情况

应及时进行政务公开。规制企业积极接纳残疾人就业，

把吸纳就业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考评，并对超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的企业进行宣传表彰，提高企业的声誉收益，

营造良好的助残扶残社会氛围。落实残疾人集中就业企

业税收减免、金融优惠、保险补贴、培训补贴以及工作

环境改造、产品优先采购等扶持政策。

（二）不断完善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

建立残疾人就业服务网络和信息平台，及时公布就

业岗位、趋势及条件，畅通就业信息渠道。加强社区对

辖区内残疾人就业情况的摸底调查，详细掌握就业、失

业及求职状况等相关信息，并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类型、

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就业意愿等，与用人单位需求相

匹配，更加精准地实现残疾人和用人单位的对接。同时

在社区建立残疾人就业咨询服务窗口，为残疾人提供评

估 就 业 能 力 、 设 定 职 业 规 划 及 开 展 职 业 培 训 、 就 业 推

荐、就业跟踪、失业指导等方便快捷标准的综合服务，

还可聘请就业咨询方面专业人士定期开展讲座为残疾人

解惑答疑。加强残疾人就业服务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适当为残疾人工作者在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

提供政策倾斜。

（三）大力提升残疾人教育和技能水平

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基础教育体系，加强随班就读、

特教班、送教上门、远程教育等教育形式，加大盲校、

聋哑学校、培智学校等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力度。稳步提

升残疾人高等教育水平，有计划地在高等学校增设适合

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逐步加大对残疾学生资助力度

并在毕业后给予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对于成年残疾人应

根据自身优势、就业意愿以及市场需求开展继续教育和

职业技能培训，有效整合培育资源，创设培育基地，创

新培育方式，使他们能够拥有一技之长，为学习期、培

训期表现良好的残疾学员提供直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

合同或免息创业贷款的机会，实现残疾人培训与就业创

业的有效衔接。

（四）适当平衡就业与福利的关系

就业与福利是残疾人的两大权利，它们之间既是相

互促进的关系（就业附带了更多福利），也是相互取代

的关系（过高的福利可能导致就业愿意的下降）（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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