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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全面二胎政策的出台和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对家政服务业发

展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家政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对解决就业和消除贫困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根据我

国家政服务业在人员构成、培训、法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政府在行业发展中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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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income and living standard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mprehen-
sive two-child policy and the aggravation of the aging problem,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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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ervice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third industry, the do-
mestic service industry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mployment and elimi-
nate poverty.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ersonnel composition, training, law and so 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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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均取得伟大成功，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人民收入日益增长。根据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2018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8,228 元，比

上年增长 8.7%，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人们对生活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为我国家政服务业，

尤其是高端家政服务提供了广大市场。 

2. 我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趋势与必要性 

2016 年，二胎生育政策全面实施，虽然生育率在当年出现高峰后连续两年下降，但在政策鼓励下，

新生儿数量势必会攀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突出，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长，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 2.49 亿，占总人口的 17.9%。加之伴随我国家庭小型化及知识女性逐渐走出家庭

主妇定位等现实原因，使得月嫂、育儿嫂、养老护理员、家庭教师、家庭财务规划师、家庭管家等专业

化高端家政服务需求日益增加。 
家政服务业作为市场需求量巨大的第三产业，具有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根据《2017 年中国家政服

务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数据测算，2016 年，全国家政服务业从业人数为 2542 万人，

同比增长 9.3%。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2017 年家政行业市场从业人数近 3000 万人，但家政服

务业供应量仍存在巨大缺口。面对家政服务的大量需求，家政服务业将继续为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贡献

力量。 
此外，工信部指出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进城务工，而家政服务业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职业的主要选择之一。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家政服务业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是政府消

除贫困的渠道之一。而家政服务业在我国发展总体处于起步阶段，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面对

市场对家政服务业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要求，政府应采取多方面积极措施，促进家政服务业的发展。 

3. 家政服务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人员构成复杂，综合素质普遍不高 

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来源于城镇下岗职工、退休人员、农村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一部分失学的未成

年人[2]。这些从业人员绝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在从事工作时大多也未经过相关技能培训，完成工作仅

依靠个人生活经验。从事家政服务行业人员年龄普遍偏高，在从事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岗位并对其进行培

训时，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差，导致从事对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岗位如月嫂、育儿嫂、护理等人员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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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培训内容不规范，考核制度不统一 

家政服务业的规范专业培训教材匮乏，我国各地对家政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的相关培训内容各

异，甚至同一城市不同公司培训内容也不尽相同。培训机构为获得政府补贴，在培训过程中往往流于形

式，大多只进行简单的岗前培训，时间短，内容单一，只重视理论，忽视实际操作，在课时分配上没有

参照国家规定。而且在培训过程中没有重视家政服务人员的道德培养、人际沟通能力、安全防范能力[3]。 

3.3. 法律法规不完善，行业发展不规范 

现阶段我国家政服务业没有明确的能够完全适用的法律，主要依据的法律仅为《劳动法》、《劳动

合同法》，而这也仅限于是会员制和员工制的家政公司[4]。我国现阶段家政服务业发展形式主要还是中

介制，而中介在发生纠纷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家政服务人员与客户之间的劳动关系往往只依靠口头

约定，而不签订劳动合同，二者一旦发生纠纷，劳动合同法也不在适用范围内，且家政服务人员的各项

社会保障也难以得到保障。 

3.4. 社会认可度低，人员流动性大 

在传统观念中，家政服务往往被人们简单的认为等同于保姆，保姆的工作包括洗衣、做饭、收拾屋

子等一切室内家务，有时甚至还涵盖照顾儿童或老人及外出采买食材。而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保姆工作

就是旧社会中的“老妈子”，所以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比较低下，在工作过程中常常不被人们尊重，社会

认可度低。虽然现在家政服务逐渐趋于专业化，技术含量不断增加，但社会现状仍然很难改变。正因为

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低，加之社会保障和薪酬难以达到与付出相对等，导致人员流动性极大。 

3.5. 政府扶持政策落实不详，行业监管措施不到位 

近年来，国家针对家政服务业的发展下发了许多相关文件，各省市也根据自身发展现状及特点制定

了相应的发展措施和扶持政策，这一定程度地促进了家政市场的活跃程度。但是，政府在对家政服务业

进行政策扶持时，对相关优惠政策是否落到实处缺乏了解，导致优惠政策“有名无实”。此外，家政服

务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完善的监督体系，监管措施不到位，作为具有直接监督责任的行业协会往往不

作为，导致家政服务行业乱象丛生，发展缓慢。 

4. 政府在家政服务业发展中作用的发挥 

4.1. 严格把关市场和行业准入，明确服务人员准入条件 

为促进家政服务市场发展，政府降低了家政服务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在财政及企业审批方面出台

许多优惠政策，促使大量企业涌入该行业。因此，政府在各类家政企业申请进入该行业时，应严格地对

家政市场和行业准入进行把关，对注册公司的相关资质细致审查，在源头上保证市场和行业有序合规。 
为适应家政服务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针对当前家政服务人员低文化、低技能、低素质等现状，

政府应明确家政服务人员进入该行业的条件，规定只有经过岗前培训和相关岗位技能及素质等培训并取

得证书的人员才能进入该服务岗位，保证人员持证上岗。 

4.2. 指定培训机构，规范培训内容及考核标准 

为提升家政服务人员综合素质，提高家政服务质量，政府对家政服务的培训机构出台诸多优惠政策，

在财政方面采取财政补贴或减免税收，使得许多培训机构为获得政府财政补贴或减税进入家政服务培训

市场。面对层出不穷的培训机构，地方政府应指定一家或几家权威培训机构，统一培训内容及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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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训和考核结束后，由权威培训机构发放统一的从业及等级证书，提高证书含

金量，规范家政培训市场。 

4.3.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各方权益 

我国缺少完全适用于家政行业的法律，致使发生纠纷时，在处理案件时无法可依，各方权益无法得

到保障，从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故政府应积极推动家政服务业专门立法，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家政服

务合同，将家政服务人员纳入到法律保护范围内的同时，也同样保护客户合法权益。 

4.4. 推动消除社会偏见，树立正确家政观念 

我国当前社会对家政服务普遍存在偏见，甚至家政服务人员自身也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不认可。面

对社会刻板印象，政府应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以及新媒体加强对家政服务业的宣传，引导大众摒除落

后的思想观念，以进步和平等的眼光看待家政服务业和家政服务人员。将家政教育引进中小学课堂，使

人们从小开始接触和了解家政，既可以培养学生独立的生活技能，又使之树立正确的家政观念，并且在

高考填报志愿时可以以平常心报考家政专业，从而扩大家政服务群体，使家政服务人员整体素质提高。

大中专及高等院校开设高端的家政专业和家政管理专业，为家政服务业培养高素质人才。 

4.5. 加强行业监管，确保政策落实 

确立家政服务行业管理机构，明确行业责任主体，完善家政服务行业协会发展，加强行业的监管，

不定时对家政公司、家政中介进行抽检，加大对市场上违法违规经营的家政公司和中介的处罚力度，促

进家政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对培训机构进行评估考核，定时核验其培训资质。此外，政府在对培训

机构财政补贴后，应对资金流向进行监督，保证资金落在实处。 

4.6. 鼓励家政方面科学研究，实行家政品牌战略 

我国对家政服务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科研成果和建树相对较少，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均落后于美

国、日本被等发达国家及以菲佣为主要产业的菲律宾。政府应为高校中家政服务专业相关的师生、家政

领域的学者、从事家政服务业相关的工作人员等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加大在财政上给予的资金支持，

为有突出贡献者给予科研奖励，鼓励各方人士对家政方面进行科学研究，促进家政服务业在理论方面的

丰富与进步。 
同时，各地政府应根据城市发展的现状和特点，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需求，打造符合本城市的家政品

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水准和服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在家政服务方面也更注

重服务水平和口碑。此外，近年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各类生活均向智能化发展，O2O 线

上家政服务已逐渐走进人们生活，各地政府应根据人们需求，顺应未来发展趋势，实行家政品牌战略，

促进家政服务业在实践方面的发展。 

5. 结语 

家政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属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朝阳产业，

家政服务业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政府应在家政服务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

用，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渠道，进一步拉动内需，改善民生，提升百姓生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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