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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面劳动评价与激励机制》依据我国劳动者和企业主对体面劳动的认识、理解和需求的调查，运用
心理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结合科学的数据统计方法以及相关国际与国内法律、法规、公约等比较
研究，尝试建立蓝领和白领从业人员的体面劳动衡量指标，探讨建立我国企业劳动者相关的激励机制
和评价体系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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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用人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要求该
用人单位提供担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
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未提供担保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查封
、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
 摘自：广安在线，解读《社会保险法》九大惠民亮点2008—08—08. 总之，从《宪法》到《工会法》《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都规
定了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维护和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完善，未来应在持续改善社会经济环境的同时，进一步理顺劳动关
系的协调机制和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机制。
这需要政府、社会、工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每个劳动者增强维护体面劳动的法律意识，树立
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
 案例5—9——大学毕业生的体面劳动 ①树立大学生正确职业观 “宁做低薪白领、不做高薪蓝领”的
想法在大学生择业时屡见不鲜，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一方面导致中国的大学生不愿
加入技术工人的队伍。
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技术工人缺乏职业成就感。
此外，企业时常抱怨员工素质低，缺乏敬业精神，而敬业精神必须建立在职业自信的基础之上。
目前的职场氛围和社会评价使技术工人缺少职业认同感，缺乏自信，可谓恶性循环。
在以能力为主导，而不是以身份为主导的竞争型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到来时，大学毕业生应改变传统的
就业观，增强社会适应能力的磨练；国家要积极推行、鼓励、促进职业教育与学科教育平起平坐，学
历文凭与职业资格并重并举的制度。
 ②增强大学生维护体面劳动的法律意识 北京团市委、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发布的2010年大
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示：在专科学历和本科学历人群中，试用期接受零月薪的人数比例相对较高
，分别为18.5％和20.0％，而2009年本科生接受零月薪的人数仅为1.2％。
即使市场就业形势再严峻，公民只要劳动了，就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零月薪本质上是违法的，《
劳动法》明文规定了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政府应制定相应法律，监督和保障大学生就业的体面收入。
大学生也应加强体面劳动维权意识的学习，抵制劳动市场的无序。
 来源：王建利，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就业观[N】，太行日报，2012—2—24. 5.1.4实现体面劳动的若干
对策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体面劳动的讲话表明了我国党和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和以人为本的治国
方略。
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工会和劳动者的共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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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面劳动评价与激励机制》可作为人力资源专业教学的辅助教材，也可为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培训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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