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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和市劳动服务公司根据市政府领导 同志的意见
,

最近对北京市城

镇地区个体工商户进行了调查
,

初步掌握了 目前北京城镇地区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情

祝
。

其中关于个体户和雇工的资料
,

为我们正确分析城乡劳动力流动情况
、

更好地认识流动

人 口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

调查也表明
:

随着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

展
, .

个体和私营企业用工已成为流动人口管理中巫待解决的新间题
。

一
、

外地个体照主① 和雇工的基本情况

截止到 1 9 8 7年 8 月 15 日
,

北京城镇地区从业的个体工商户有 3 1 2 1 9户
。

照主为本市人员
一

的有 2 8 6 71 户
,

占个体照主的 92 % (其中
,

城镇居民 2 3 2 6 3户
,

农民 5 4 0 8户 ) , 照主是外省人

的有 2 5 4 8户
,

占个体照主的 8% (其中
,

城镇居 民 1 86 户
,

农民 2 3 6 2户 )
。

外地照主主要集中于商业 ( 9 4。户
,

占外地照主总数的 37 % )
、

服装加工业 ( 6 89 户
,

占

含 7% )
、

修理业 ( 3 4 6户
,

占1 4% )
、

饮食业 ( 3 0 1户
,

占1 2% ) 四大行业
,

户数达 2 2 7 6户
,

占外地照主户数的、 o %
。

其中
,

外地农村照主从事商业的较多
,

有 9 00 户
,

占外地农村照主

总数的 38 % , 外地城镇照主从事饮食业的较多
,

有 44 户
,

占外地城镇照主总数的 24 %
。

本

市城镇地区个体服装加工业中有 1邝 以上的照主是外地人
,

其中大多为江苏
、

浙江等省的农

民
。

北京城镇地区个体工商户现有雇工 1 5 2 0 6人
,

来自外地的雇工 1 0 4 9 8人
,

占 69 %
,

本市雇

工 4 7 0 8人
,

占 31
一

%
,

外地雇工占2 / 3以上
,

是本市雇工的 2
.

2倍
。

对雇工的户口类别进一步分
一

析可以看出
,

雇工的主体是外地农村人 口
,

共 9 7 1 8人
,

占总数的 64 % , 其次是本市城镇人 口
,

3 21 0人
,

占21 % ;
再次是本市农村人 口

, 1 4 9 6人
,
占 10 % ,

来自外地城镇的雇工比重最小
,

78 2人
,

占5 %
。 、

本市个体户中的外地雇工主要来自全国23 个省
、

市
、

自治区
,

其中以安徽省人

数最多
,

占外地雇工总数的 42 % ;
河北省次之

,

为 22 % , 第三位是江苏省和河南省
,

均 占7%
,

来自以上四省的雇工 占外地雇工总数的78 % ,
来自其他 19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雇工占22 %
。

外地雇工在本市分布有两个特点
,

一是按城区
、

近郊区
、

远郊县的顺序
,

雇工中外地雇

工 比例依饮递减
,

越是市中心外地雇工的比例越高
。

城区外地雇工占80 % , 近郊区外地雇工

占 5 2% , 远郊区则以吸收本市劳动力为主
,

本市雇工占52 %
。

二是有按地区聚集的趋向
。

如

东城区建国门地区
,

安徽籍雇工 占雇工总数的 55 %
,

其中90 % 以上是无为县人
,

他们大都亲

连亲
,

故连故
,

互相介绍而来
。

形成了这个地区雇工群体中的 “ 安徽帮
” 。

① 即具有合法经营执照的个体户主— 编者注



大多数雇 l行业中外地农村雇工比例都比较高
,

特别是服装加工业
、

饮食业和服务业
,

坳
以外地农村雇工为主

,

其中服装加工业的比重高达 93 % ,饮食业占 75 % ,服务业占 60 % ;修理业

也达 44 % ,而商业则以本市城镇人口为主
,

占63 % ,房屋修缮业主要是本市农村人 口
,

占 76 %
。

从雇工的性别构成看
,

女性略多于男性
,

女性 8 2 4 3人
,

占雇工 总数 的 54 % , 男性 6 96 ,

人
,

占46 %
。

按来源地分
,

外地人员以女性为主
,

女性 6 3 3 3人
,

占60 % , 男性 4 1 6 5人
,

占40 %
。

本市人员则 以男性为主
,

男性 2 7 9 9人
,

占59 % , 女性 1 9 0 9人
,

占41 %
。

引人注 目的是 25 岁以

下的外地女青年所占比重较大
,
共 5 7 7。人

,

占外地雇工的 55 %
,

占雇工总数的40 %
。

形成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之一
,

是雇工从事的行业比较集中于饮食
、

服务等行业
,

适合

女青年的特点
,

因而吸引了不少外地农村女青年
。

与 1 9 8 3年相比
,

雇工原职业构成发生 了很大变化
。

农民已成为雇工主体
。

雇工中原职业

为农 民的由 1 9 8 3年的不足 1%增长到 目前的 64 %
,

成为第一位 , 而原城市待业青年则由 72 %

下降为 14 %
,

退居第二位
。

雇工原职业构成变化的主要原因可 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 一是随着北京市经济的发展

,

城

镇青年愿在个体户中当雇工的很少
;
二是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

,

为雇主提供了丰富的劳动

力资源
,

而雇主也愿意雇佣吃苦耐劳
、

对劳动报酬要求不高
、

在本市又没什么社会联系的外

地农民
。

二
、

对北京城镇个体户中流动人口的初步认识

外地人员和农民在北京城镇地区个体户及雇工中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

(一 ) 迅速发展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对劳动力形成不断增长的需求
,

是外地劳动力进城的

重要外在动力

1 9 5魂年北京城镇地区个体工商户总数为 1 6 0 7 0户
,

2 9 5 5年为 2 6 0 6 4户
, 1 9 8 6年为 2 6 5 5 0户

,
-

1 9 8 7年 8 月 15 日为止是 3 1 2 1 9户
,

数量在持续上升
。

另一方面个体户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

1 9 8 3年城镇地区有雇工的个体户为 1 0 6 1户
,

平均每户雇工 1
.

9人
。

1 9 8 7年有雇工的个体户已达
6 8 2 3户

,

平均每户雇工 2
.

2人
,

最多的一户雇工 68 人
。

有些行业有雇工的比例高达 60 % , 其

中 8 8%的饭馆都有雇工
,

平均每户雇 4 人
。

个体户总数及规模的扩大
,

对劳动力产生了很大

需求
。

与此同时
,

为了满足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

北京市采取鼓励外地名特产品和技

术进京的政策
,

吸引大批有技术
、

会经营的外地人员进京领照开业
。

(二 ) 北京与其他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在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差异是外地劳动力进城的内在

动力

农村搞活以后
,

大量劳动力转移出来
,

进城赚钱成为吸引人的一个门路
。

过去几年外地

农村女青年进城多是作保姆
,

最多时北京有 3 万多人
。

随着个体和私营经济用工市场的不断

扩大
,

又有许多人借助在京已有的关系进入到个体和私营企业中
。

从籍贯分
,

外地雇工和保

姆按人数多少的排序都是
:

安徽
、

河北
、

江苏
、

河南
,

两者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

实际

上
,

数量 已达 1 15 万人的北京流动人口群已成为城镇个体户中外地人员的重要来源
,

在流动

人口中
,

不仅有建筑施工队
,

还有各种临时工
、

合同工
、

租赁承包者和联营者
,

人数达 52
。

5

万人
,

许多人在北京居留时间很长
,

他们在个体户和其他领域之间按照价值规律的原则不断

进行流动
,

客观上成为外地人员进京的渠道和潜在的劳动力市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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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京城镇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
、

城镇劳动力价格较高和原有体制产生供需扭曲是

外地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客观条件

由于近年来北京城镇劳动力供需关系发生较大变化
、

城镇劳动力对职业的选择意愿不断

增强
,

加上其他多种因素的作用结果
,

国家计划内已出现来势猛
、

波及范围广的社会
“
招工

难
”
现象

,

使个体和私营经济招雇的城镇劳动力价格进一步提高
。

这是外地劳动力得以大批

进城就业的有利条件
。

另一方面
,

由于农村改革已经使大量剩余人员转移出来
,

得以 自由流

动
,
而在城市

,

经济体制改革仍没有触及到微观组织制度
,

企业这个中心环节仍没有搞活
,

城镇地区劳动力的管理基本上还是在条块的范围内进行
,

这种管理体制使得劳动力无法象农

村劳动力那样自由流动
,

供需状况难以正确地反映出来
。

城镇劳动力的就业意愿和观念有扭

曲的现象 ; 非经济因素对劳动力供给影响很大
。

所以个体和私营经济的用工对象只能 以外地

人员特别是 以农民为主
。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 “ 目前全 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份

,

不是发

展得太多了
,

而是还很不够
。

对于城乡合作经济
、

个体和私营经济
,

都要继续 鼓 励 它 们发

展
。 ”

过去几年里北京城镇地区的个体和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

已经发挥了

积极作用
,

一是弥补国营和集体经济的不足
,

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

他们从事的行业主要

是第三产业
,

在缓解城市
“ 吃饭难

” 、 “
修理难

”
和

“
住宿难

”
等方面

,

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是为北京市城镇待业
、

闲散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门路
。

三是 有 利 于 搞活经

济
,

活跃市场
,

促进竞争
,

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
。

四是可以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进

行生产经营活动
,

为国家增加税收
。

五是培养了一批经营管理和技术人才
,

使许多濒临失传

的技术得以恢复和发展
。

个体和私营经济已成为北京市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

统筹流动

人直管理
,

也应把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需要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

做好这项工作
,

将有利个

体和私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

调查表明
:

目前在个体工商户的外地劳动力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阿题
,

主要

是
,

来自外省市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民
,

由于缺乏统筹管理
,

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

相当一部分外地农民以做保姆为跳板流 向个体户
,

使找保姆难的问题难以缓解 , 个体雇主用

工和求职
,

缺乏正常的渠道
,

形成私招乱雇 ; 个体户招用外地人 口没有全市性管理办法
,

管

理机构不完善
。

因此
, 皿需制定有关的法规和办法

,

以进一步加强引导
、

监督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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