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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九部门放大招，禁止就业性别歧视

女性就业，有望跨过“暗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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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市两会期间，市政
协 委 员 沈 玮 曾 专 门 提 交 过 一 份

《关于二孩政策下落实育龄女性就
业平等的建议》。沈玮认为，在全
面二孩时代，育龄女性的就业权
益，需要引起党和政府、用人单
位、社会和家庭的高度重视。他
建议，我市在就业机会平等方面
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消
除对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保障
育龄女性平等的就业权，助推国
家生育政策落地。

而国家九部门上月底联合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
妇女就业的通知》，更是明确限制
了以往育龄女性“生不生二胎”
的面试必备题。同时，这份通知
中还明确了相关监管处罚条款：
对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发布含有性别歧视内容招聘信息
的 ， 依 法 责 令 改 正 ； 拒 不 改 正
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将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因发布含有性别歧视内容的招聘
信息接受行政处罚等情况纳入人
力资源市场诚信记录，依法实施
失信惩戒。同时，新规要求建立
联合约谈机制。畅通窗口来访接

待、12333、12338、12351 热线等
渠道，及时受理就业性别歧视相
关举报投诉。在推动监管和维权
机制的完善的同时，新规也对促
进女性就业提出了切实举措：促
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加强中小学课后服务等。

针对二孩生育对女性求职就业
带来的影响，专家也建议，出台相
关财政补贴措施或是生育奖励措
施，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损失。“生
育行为是全社会都应给予关注和支
持的系统工程。国家应采取措施将
女性生育成本社会化，至少是部分
社会化。”市政协委员沈玮认为，
企业因女职工生育而上升的成本，
政府应介入并建立相关机制分担这
部分成本，如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
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和延长享受时
间等。另外，在鼓励企事业单位建
设托儿所和幼儿园时，政府可对企
业自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给予适当
补贴。

“女性的职业发展不能仅仅依
赖老板的觉悟，它需要政策上的保
护，还应该有具体的保障措施。大
众的认知也应该改变，女性应该拥
有更多的选择权。毕竟，懂得心疼
一个妈妈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进
步。”沈玮这样告诉记者。

宁选“武大郎”，不用“穆桂英”，难题还需共同面对

赶在“金三银四”的招聘旺
季前，人社部、教育部、全国总
工会等九部门于近日印发《关
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
女就业的通知》，其中第二条规
定：依法禁止招聘环节中的就
业性别歧视。不得限定性别（国
家规定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
等情况除外）或性别优先，不得
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
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
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
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
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不得差
别化提高对妇女录用标准。

这则通知一出，迅速登上
热搜榜单，许多职场女性为此
拍手叫好。

从 进 入 职 场 时 的 种 种 限
制，到晋升中遭遇“天花板”，同
时承担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
女性，她们所面临的压力究竟
有多重？

记者 周琼 通讯员 王志勇

30 岁的方女士就职于我市一
家工贸一体化企业。入职以来，
她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工作业
绩也始终领先于同部门的其他同
事。然而，年前公司提拔业务经
理时，名单上却没有她，而是同
部 门 的 一 位 小 伙 子 。 方 女 士 认
为 ， 她 之 所 以 落 选 ， 就 是 因 为

“已婚未育”的身份。她的努力换
来的只是几句口头表扬和“为了
避免过大的工作压力影响你备孕
生 孩 子 ” 之 类 的 安 抚 。 方 女 士
说，自己的情况并非孤例，身边
不少“已婚未育”甚至“已婚有

一孩”的女性好友，多多少少曾
因自己的身份标签而影响了晋升。

如果说让方女士纠结的只是
“生”和“升”之间的矛盾，更多
的女性求职者，则因为“生育”
这样一个天然属性而求职无门。

市民俞女士的求职之路从去
年 下 半 年 一 直 走 到 了 今 年 春 节
后。32 岁，已婚育有一孩的她，
在每一次面试中，都会被问到是
否打算生二胎。回答时，但凡略
有犹豫，简历就会以各种借口被
退回。

“从小到大，一直没感受过

‘重男轻女’，直到准备迈入职场，
才觉得被现实啪啪打脸。”从小到
大一路名校，读大学时从学科成绩
到实操能力“绝不比男同学差”的
宁波姑娘小苏，向记者讲述了她的
无奈：“有一家设计院我挺想去
的，但人家就是不要女生。”

这样的现象并非个别：全国妇
联妇女研究所课题组曾在两省一市
范围内对应届大学毕业生展开过调
查，高达 86.18%的女大学生表示
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此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同样显

示，在使用相同背景简历的情况
下，男生求职者接到面试邀请的次
数是女生的1.42倍。此前还有调查
指出，在年均劳动收入等就业质量
方面，女大学毕业生也明显低于男
大学毕业生。

一位人力资源界的资深专家向
记者坦言，“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以
后，职场女性尤其是白领女性，就
业过程和职场发展或多或少会受到
影响，特别在需要加班、出差或劳
动强度较大的工程类、IT 类、制
造类、建筑类等行业，影响尤为明
显。”

晋升顶到“天花板”，入职遭遇“暗门槛”，女职员有苦难言

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企业招聘主管告诉记者，全面二孩
政策推行以后，企业的确收紧了对
女性员工的招聘。

这位招聘主管给记者算了这样
一笔细账：如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执行，在 280天孕期中，准妈妈至少
要做 13 次孕检，每次需要请假半
天；从孕期 7个月到哺乳期满，有至
少 45周的工作日，孕期和哺乳期的
女员工每日可少工作一小时；产假

休息至少128天……
“对于生育的女员工，公司既要

给予长时间的产假，又要为她们缴
纳各种保险，还要找人顶替她们的
工作，这对公司来说是实实在在的
硬成本。”这名招聘人员坦承，成本
的增加，使企业不得不在招聘环节
就考虑到这些风险因素。

2017 年，宁波市总工会曾就女
职工劳动保护问题做过一次专项调
查。对于女职工的生育问题，许多企

业管理者顾虑重重，既担心合适的替
代用工不好找，又发愁女职工生育后
工作精力会被分散，其中更是有
30.05%的管理者认为女职工生育会
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升高。

宁波市总工会女职工工作部部
长乐静芳告诉记者，在我国传统观
念中，打理家务、照料孩子是女性的
责任。这种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模式
目前尚未被打破，加之当前公共托
幼服务的严重欠缺，女性在养育孩

子的过程中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更不用说有两个孩
子的家庭。不管用人单位是基于经
验还是因为成见，“在女性为家庭主
要照料者的角色没有被打破，支持
生育、支持女性发展的家庭友好型
政策没有得到有效衔接之前，用人
方总是会担心，女性在生育养育子
女和料理家务方面需耗费大量精
力，不能保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乐静芳认为。

人力成本高，替工不好找，企业主招女工顾虑重重

不 少 国 家 意 识 到 解 决 女 性
工作和育儿家庭责任之间冲突
的 重 要 性 ， 采 取 了 多 种 措 施 。
比 如 新 西 兰 带 薪 产 假 中 的

“薪”由政府发放；俄罗斯产妇
可以领取相当于原工资 40%的补
贴，这部分补贴由国家社会保
险基金支付。

在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就业权
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
识到双亲共同参与婴幼儿照料事
务的重要性，推行“男性产假”

“父母共享育儿假”。瑞典实施
“育儿假的男性配额制度”，在
480 天 的 带 薪 产 假 中 ， 60 天 是

“父亲产假”，不可转让给配偶；
父母若共同使用育儿假，每天可
获得 5 欧元的“性别平等奖励”。
专家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向社
会传递了父亲应该同样履行育儿
责任的正面信息，另一方面也减
轻了女性育儿负担，有助于保护
女性的就业权利。

（周琼 整理）

保障女性生育权
和就业权的他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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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在求职路上的女大学生。

我们需要更多的举措落地，帮助“妈妈们”重回职场。

往往只有在这样的特殊场次的招聘会上，招聘简章中才会出现凤毛
麟角的“女性优先”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