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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残疾人就业问题是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一部分。本文从区域层面、城乡层面以及就业形态方面几个视

角对我国残疾人就业差异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残疾人就业在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经

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残疾人就业率明显低于西部地区，东部和中部的差异有缩小趋势；农村残疾人就业率

显著高于城市，两者差异在近几年基本保持稳定；多种就业形态差异明显，农村残疾人以从事农业种养

殖为主，灵活就业已逐渐成为我国残疾人主要就业形态之一。未来可考虑通过实施有区别的政策，鼓励

城乡间残疾劳动力资源有条件的流动，积极探索多种就业新形态，促进残疾人全面有质量的就业，缩小

区域就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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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loyment of the disable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sabled cau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level, urban-rural level, and employment pattern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mploy-
ment differences of the disabled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in em-
ployment of the disabled in several areas. The employment rate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eastern areas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has a narrowing trend. The employment rate of the dis-
abled in rural area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has remained stable in recent years. In addition,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various 
forms of employment. Rural disabled are mainly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lanting and breeding. 
Flexible employ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ain employment forms for the disabled in 
China. In a conclusion, we can consider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to encourage the 
conditional flow of disabled labor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ctively explore a variety of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thus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and quality employment, and reducing em-
ployment gaps betwee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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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中残联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残疾人口数已超 8500 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 6.34%
左右 1。庞大的残疾人群体必然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其中残疾

人就业一直是我国政府致力于解决的重要问题。从 1991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就明确规定了残疾人就业的条例，到 2007 年的《残疾人就业条例》，进一步保障了残疾人的劳动权利，

再到中残联、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部门根据 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

程规划纲要》，联合制定了《残疾人就业促进“十三五”实施方案》，以及 2021 年的“十四五”规划中，

更是提出从就业安置、就业帮扶、创业政策等方面促进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就业问题已逐渐得到全社会

的关注，法律层面的保障也越来越完善。 
但由于这一群体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各地在推进残疾人就业工作中所遇障碍的不同，就短期来

看，还较难实现残疾人高质量高比例的就业。各地在残疾人就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我国东部地

区残疾人就业率总体低于中西部，农村残疾人就业情况显著好于城市残疾人，经济发达省份残疾人

就业明显向自主就业形式倾斜。为实现“残疾人一个不能少”的目标，推进各地在残疾人就业方面

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异，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残疾人就业问题将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内

在要求之一。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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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残疾人就业问题的研究现状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已开始了对残疾人就业问题的讨论。国外学者主要从就业影响因

素、就业政策、就业理论等方面开展研究。西方学者认为，残疾人是就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其就业

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和残疾类别歧视[1]。因此，残疾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会面临较大的限制，

甚至会出现被剥削现象[2]。为提高残疾人的就业率，需制定一系列法案来禁止雇用中存在的歧视，并建

立一个完善的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设立包括系统而全面的职业康复、培训和支持性就业等措施，树立

了“平等共融”的理念，建立了多样化的组织保障[3]。如美国通过职业康复计划和多种工作培训计划，

较好地促进了美国残疾人的就业[4]。芬兰实行以收入支持为主的残疾人就业政策，瑞典则更倾向于促进

残疾人积极地寻找工作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扶助[5]。在残疾人就业理论方面，就业歧视理论较多地被用于

分析残疾人就业问题[6]。残疾人作为社会排斥的传统研究对象之一，社会排斥理论也可运用于指导残疾

人就业实践[7]。 
国内对于残疾人就业问题的研究要弱于国外[8]，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残疾人就业现状、就业困

境及对策、就业影响因素、就业政策、就业空间等方面。目前我国残疾人就业仍以集中就业、分散按比

例就业等几种有限的途径为主[9]。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就业率和就业结构地区间差异较大[10] [11] 
[12]，整体就业水平呈现“3 带、4 区”的空间格局[13]。而影响残疾人就业的因素可以归为两类：一类

是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残疾类型、家庭规模等[14]；另一类是社会因素，包括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就业保障等[14] [15] [16]。为改善残疾人就业状况，首先需要提高残疾人

自身的就业能力[17]，其次需要构建健全的残疾人劳动福利体系[18]；同时，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为残疾人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19]。此外，还可依据残疾人空间分布状况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差异，逐步实现残疾人就

业空间的转移[20]；通过就业空间的合理布局实现就业空间无障碍[21]。 
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关于残疾人就业问题的研究呈现非连续性特征，研究主题和内容存在重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将趋向精细化，其中有关残疾人就业差异的议题也值得更深

入的讨论，从而为残疾人就业均衡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指导。 

3. 我国残疾人就业差异分析 

3.1. 我国残疾人就业的区域差异 

按照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将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四大区域：东部、中部、

西部和东北部 2。从表 1 显示的 2016 年至 2019 年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西部残疾人就业数量与占比始终保

持领先，其次为东部，中部和东北部。其中东部和中部的残疾人就业数量和占比有逐年递减态势，且两

区域的差距有逐步缩小之趋势。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变化趋势较为相似，残疾人就业数量下降明显，

但其占比仍有小幅增长。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残疾人就业率显著低于西部地区，这也说明了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高未必一定能拉动残疾人就业。 
考虑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残疾人社会保

障体系越全面，残疾人领取基本生活费或离退休金的数额和比例更高，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可能性

更大，这就有可能降低残疾人的就业意愿。另一方面，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技

术和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必然对劳动力资源、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残疾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门槛，客观上减少了对残疾劳动力的需求。 

 

 

2 按照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划分，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新疆兵团和黑龙江垦区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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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of the disabled in China (2016~2019) 
表 1. 我国残疾人就业区域分布(2016~2019) (单位：万人)3 

 2016 2017 2018 2019 

东部残疾人就业数量 351.7 279.7 280.3 243.2 

东部残疾人就业数量占比 39.3% 29.7% 29.6% 28.4% 

中部残疾人就业数量 293.7 254.5 258.6 232.5 

中部残疾人就业数量占比 32.8% 27.0% 27.3% 27.2% 

西部残疾人就业数量 425.9 331.8 332.3 310.0 

西部残疾人就业数量占比 47.5% 35.2% 35.0% 36.2% 

东北部残疾人就业数量 83.7 72.7 73.8 67.4 

东北部残疾人就业数量占比 9.3% 7.7% 7.8% 7.9% 

3.2. 我国残疾人就业的城乡差异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共计有 8,552,305 名残疾人就业，仅占全部残疾人口数的 9.63%4，事实上只有

小部分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其中，根据 2019 年度全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显示，处于就业适

龄段有生活自理能力并已就业的城镇残疾人占比为 31.8%，农村为 52.3%，当年度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中，

城镇新增就业 12.2 万，农村新增就业 26.9 万(见表 2)。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处于就业适龄段的残疾人占

1/3 以上，其中超过 90%的残疾人具有部分或完全劳动能力，但事实上只有小部分人实现了就业。从表中

可看出，无论从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的绝对数量，或是从处于就业适龄段的残疾人就业比例来看，近几

年城乡间的差异较为明显，总体上农村残疾人就业比例比城镇残疾人要高得多，且有向上的趋势。 
 

Table 2. Employment of disabled person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2016~2019) 
表 2. 我国城乡残疾人就业情况(2016~2019)5 (单位：万人) 

 2016 2017 2018 2019 

城镇新增就业数量 9.3 13.1 11.8 12.2 

城镇新增就业数量占比 29.8% 36.9% 32.2% 11.2% 

农村新增就业数量 21.9 22.4 24.9 26.9 

农村新增就业数量占比 70.2% 63.1% 67.8% 68.8% 

适龄段城镇就业占比 34.4% 33.5% 32.6% 31.8% 

适龄段农村就业占比 49.7% 50.6% 51.4% 52.3% 

注：2016~2018 年适龄段城镇/农村残疾人就业占比是根据现有监测报告进行数值拟合得到。 

 
我国目前城乡残疾人口数量比约 1:3 左右 6，也就是农村残疾人占总残疾人口数约 75%左右，数量庞

大的农村残疾人是我国残疾人就业的主力军。从 2016~2019 年的数据来看(见表 2)，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

 

 

3数据来源：根据 2017~2020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4 数据来源：根据 2020 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和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以及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人口数据，综合整理得到。如未作特别说明，后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各年度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监测报告。 
5由于 2016 年之前对残疾人就业数据的统计口径与 2016 年之后不同，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文中选取的时间段为 2016~2019 年。 
6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推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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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口中，农村新增就业数量显著高于城镇新增就业数量，处于就业适龄段的农村残疾人占比也明显

高于城镇残疾人，两者差距基本保持稳定，且新增就业和适龄段已就业占比稳步增长。农村较高数量的

新增就业和适龄段就业占比，固然与庞大的农村残疾人口基数有关，更重要的是农村残疾人较城市残疾

人在社会保障方面有欠缺，如果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主要的生活来源为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最低生活

费，此外，农村残疾人在就业形态选择上较城市残疾人单一，因此，只要处于就业适龄段且生活能够自

理的农村残疾人，会比城市残疾人有更强的就业意愿。 

3.3. 我国残疾人就业的形态差异 

近十年间，我国残疾人的就业形态以多元化为特征，对于就业的形态统计也发生了一定变化，除集

中就业、按比例就业外，还包括个体就业、灵活就业、辅助性就业等多种形态。2019 年，855 万多已就

业的残疾人中，就业人数位居前三的就业形态分别是从事农业种养殖、灵活就业和按比例就业，人数分

别为 430.1 万人、228.2 万人和 74.9 万人(见表 3)。我国农村残疾人人口数量众多，农村残疾人在就业形

态的选择上，比较单一，主要以农业种养殖为主，所以绝对数量上来看，从事农业种养殖较其它形态占

绝对优势，占比超过 50%，数量排在第二的灵活就业主要是以社区和居家就业为主，占比在 26%左右；

从近几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几大主要就业形态无论从数量还是占比，均保持稳定，各形态间的差异较为

明显。 
 

Table 3. Main forms of employment for the disabled in China (2016~2019) 
表 3. 我国残疾人就业主要形态(2016~2019) (单位：万人)7 

 2016 2017 2018 2019 

按比例就业数量 66.9 72.7 81.3 74.9 

按比例就业数量占比 7.47% 7.72% 8.57% 8.76% 

灵活就业数量 262.9 272.7 254.6 228.2 

灵活就业数量占比 29.34% 15.47% 26.85% 26.69% 

从事农业养殖数量 451.3 472.5 480.1 430.1 

从事农业养殖数量占比 50.35% 50.16% 50.63% 50.29% 

 
一方面，传统的集中就业形态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用于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逐渐衰

减，其在残疾人就业方面的功能逐步弱化；按比例就业方式虽在制度层面做了硬性规定，但现实的情况

是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要降低残疾人的录用比例，这与企业自身发展对员工素质要

求的不断提升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个体就业、灵活就业等方式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如“十

四五”规划中提出建立农村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推动农村就业创业，农村产业经营，农村就业培训指

导等，探索新就业新方式，扶持新就业形态项目，大力推进互联网企业平台、中介机构帮助残疾人参与

到网络就业新形态中去，残疾人就业正逐步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 

4. 结论和启示 

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其享有平

等就业的机会和权力是残疾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我国残疾人就业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与成就，但也存

 

 

7数据来源：根据 2017~2020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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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问题，无论从区域层面，还是城乡层面，抑或是具体的就业形态，均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结论有：

1) 从区域层面来看，西部地区残疾人就业数量和占比位居第一，就业数量虽有所下降，但占比仍保持小

幅增长，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其残疾人就业数量和占比明显低于西部地区。2) 从城乡层面来看，农

村残疾人新增就业数量和适龄段已就业人员占比均显著高于城市，这与农村庞大的残疾人口基数和就业

意愿有关。3) 我国残疾人就业形态已向多元化发展，但形态差异明显，农村残疾人在就业形态选择上以

从事农业种养殖为主，灵活就业、个体就业等自主形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将成为残疾人就业的新方向。 
未来，政府在促进残疾人就业、减小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方面，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 经济基础

较好的地区，加大残疾人职业教育、再就业培训、创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力度，实施残疾人职业能力提

升计划，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经济基础一般或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免费

的实用技术培训，使具备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

2) 对于就业机会少、就业形态单一的农村残疾人，政府应鼓励其中有条件的人员向城市流动，通过城乡

间劳动力资源的信息对接，为这部分残疾人提供就业服务，对于仍留在农村的残疾人，可以通过农业项

目、农产经营、信息 + 农业等多种途径，实现就业增加。3) 拓宽就业渠道，除按比例就业、集中就业

等方式外，还应调动各类社会资源，探索支持性就业、居家就业、互联网就业等多种新就业形态，并提

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为实现残疾人的全面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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