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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佣”现象透视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外国人就业管理

张　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系 ,北京 　100038)

　　摘要 : 外国人就业作为一种劳动行为 ,其劳动关系的发展变化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全球一体化的

中国劳动者雇佣关系变化受到外国就业者因素的影响。作为政策引导机制之一的出入境管理不仅要维护法

律和社会治安 ,还要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的视角下 ,只有解读外国的人才含义及非法就业

本质 ,掌握外国人就业活动规律 ,才能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更好地规范外国人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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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出现的中国公民雇佣

菲律宾佣人 (以下简称“菲佣”) 的行为是否合法呢 ? 从现

有的我国 1996 年劳动部、公安部、外交部、对外就业经济

合作部联合颁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的法律

规范要求看 ,外国人就业实行许可证制度 ,就业岗位应是

特殊需要、国内暂缺行业 ,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 ,获得《外

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后 ,才能就业。个人和个体经济组织

是不能雇佣外国人的 ,因此中国雇用菲律宾佣人的行为属

于违法行为。从“菲佣”案件的违法行为种类看 ,一些是无

证就业 ,一些是持有合法的就业证 ,但提供的材料是中介

公司为其编造的 , 例如 ,中介公司借助政策空白点采取了

迂回政策 ,巧立名目 ,提供菲律宾家庭教师、管理人员等。

从法律角度看 ,这种违法行为实质是雇佣双方的行为

均违反了法律法规。按照我国的外国人入出境管理法和

相关管理规定一般应给予双重处罚。所谓双重处罚是指

对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私自谋职的违法行为的双方责任人

予以处罚的制裁方法。对非法谋职的外国人与非法雇佣

的雇主实施双重制裁 ,是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惩治

措施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这对有效遏制非法打工的外国人

具有较好的效果。

然而 ,从中国地方公安出入境管理实践看 ,对“菲佣”

这种类违法行为无法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操作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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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尽管上海有关部门明确了它的非法性 ,但“地下”菲佣

市场十分活跃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陆续出现了一些“菲

佣”职业介绍的中介服务机构 ,纷纷利用政策法规的空白

点 ,雇用“菲佣”。

我国公安机关把外国人非法就业、非法入出境和非法

居留简称作“三非”案件。这类案件近年来在我国不断增

多 ,其中尤其以非法就业为突出。据公安部 2005 年底公

布 ,近 10 年来 ,全国共遣返外国人 6. 3 万人次。仅北京东

城区公安分局 2006 年上半年处罚的“三非”人员就比 2005

年同期上升了 75 % 。但是对“菲佣”这类违法行为的制约

效果并不明显。

入出境法律法规在实践中束之高阁的情形是我国经

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和入出境管理制度改革完善过程

中的必然现象。这一现象形成和产生的因素是多元的 ,就

外国人非法就业行为看 ,其形成原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的两对因素 :一是法律与执法方面 ,外国人管理政策法规

制定方面的因素和执法者的宽严控制与落实等因素 ;二是

违法就业行为的劳动关系双方 ,即雇佣者方面的因素和非

法就业主体方面的因素。

不同的形成因素所表现的非法就业行为的种类不同。

就我国现存的外国人非法就业行为类型可以划分为以下

三种 :

第一种是犯罪倾向型。这种类型的产生主要源于违

法行为主体方面的原因。非法就业者违法行为的特点是

带有一定趋势性 ,社会潜在危险性较大。违法主体多来源

于周边贫困国家 ,这类非法移民的心理素质比较脆弱 ,自

我约束力不够 ,遇到事情不能冷静、正常处理 ,并有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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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犯罪倾向比。由于缺乏劳动技能 ,常非法受雇于个体

小企业或低级娱乐场所 ,有的参与偷渡活动 ,有的乞讨赌

博、从事卖淫贩毒、盗窃杀人等活动 ,并带来许多连锁问

题。毫无疑问这是执法者严厉打击的对象。

第二种可以归纳为生存目的型。这种类型属于上述

四种因素中的目的型违法行为 ,即因生存而在中国境内就

业。它主要是由于我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和移民政策

存在不对称性。我国多与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相邻 ,这些国

家经济发展失调 ,战乱频繁。如 ,朝鲜 1997 年始连年自然

灾害 ,来的非法移民 99 %是失业工人、农民、学生和无业人

员 ,多是饥民求生 ,不计工资 ,只求生存。缅甸政局不稳 ,

经济落后 ,大批边民涌入我国瑞丽等边境城市。再如 ,越

南对本国居民非法移民管理松懈 ,对遣返不予配合 ,要求

被遣返者提供越南户籍证明 ,在边境一带设几道检查关

卡 ,发现被遣返人员阻止其入境 ,甚至制定限制越南人回

国居住的户口和土地使用政策。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我

国一些省份的农村地区婚姻现状窘迫助推了生存型违法

就业行为。贫穷大龄青年在本地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花很

少的钱就找到了既孝敬公婆又持家有道的缅甸媳妇、朝鲜

媳妇等。这类人群长期的非法居留势必带来一些为生存

而非法就业的行为。

第三种是市场经济型。即本文开篇中谈到的“菲佣”

现象属于这种类型的非法就业行为 ,它属于成因型非法就

业。可用下面的图表表示 :

图表中第 1 个因素 ,说明的是外国人的就业政策往往

是根据政治、经济、历史形势等因素变化和影响而发生变

化的。从菲佣现象之成因看 ,它属成因型违法行为 ,即因

市场的需要而非法进入、居留、就业在中国境内。这种违

法现象 ,是中国经济发展、加入 WTO 新贸易制度以保持经

济高效运转的必然产物。

　　WTO 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贸易自由化和促进国

际贸易发展为宗旨的国际性缔约组织。我国通过这种国

际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 ,以获得补充自身发展需要。实

现这一过程的重要手段是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比率 ,这是我

国现代化进程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但是目前我国城镇化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城镇化

比率 ,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这已制约了我国战略发

展。当前我国已开始加速城镇化改革 ,如果要在 10 余年

间达到 45 %的城镇化比率 ,那么每年供应的就业岗位应不

少于 600 万个 ,同时还要通过增加就业岗位解决三农和弱

势群体问题。如果涌入大量一般外国劳工 ,势必带来失业

率上升的危险。所以出入境管理部门就要对外国人入出

境管理保持一定次序性和特殊性 ,既要吸引特殊人才 ,又

要限制一般劳工的就业。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用制度解决

三大矛盾 :一是解决人才交流与人才流失的矛盾 ;二是解

决特殊外国人才的引进和一般外国人就业的矛盾 ;三是解

决中国市场自身的需求和政策法规的空白点。

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变化、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的

情况下 ,国家间对土地、能源、资金的争夺空间是有限的 ,

对人才的争夺却是无限的 ,落实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 ,

就是制度的竞争。

然而 ,随之而来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我们不能忽视的

是图表中双箭头内的词———“市场经济”条件。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菲佣”只是市场经济型的违法

行为的代名词。它代表了三个层面的含义 :

第一 ,它暗含了中国市场中中国公民与外国人雇佣关

系的变化 ,即图表中的第 3 和第 4 个因素的关系。

对外国人包括对特定外国人的需求 ,体现了中国公民

以个人身份聘用人才的模式的出现 ;外国人与中国公民雇

佣关系 (劳动关系)在中国境内外多重性的变化 ,中国公民

在国外从留学生———到被雇佣者———到以国外投资者身

份的不断转变 ,而且这一过程中中国公民在境外相关权利

义务都得到了法律认可。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

在中国境内 ,中国公民从被外国投资者雇佣到自己担当雇

主 ,从以企业的形式雇佣外国人 ,到目前开始以家庭和个

人形式雇佣外国人角色的转变。虽然这种方式在我国法

律法规中尚未得到认可 ,但其存在的形式已成定局。包括

我们身边的人 ,给家里的子女雇佣外国人当外教的行为已

不在少数。

中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开放 ,对外语的狂热 ,使得世

界上以操持家务而闻名的体力型劳动者“菲佣”在中国成

为半智力型人才。那么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外国人非

法就业与市场需求的合理性并存的现象如何解释呢 ? 行

为主体虽然不具备专业知识 ,但是当其技能被相当一部分

中国公民认为是无法代替的时候 ,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就体

现出了价值性 ,市场存在的必然性也就随之出现 ,这就导

致了上述行为与现行法律并存的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 ,对外国投资人的需求 ,外国普通的

劳动者也成为满足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我们和其它

正在经历全球一体化的国家接受了中国人在国外以“打工

者”身份存在这一客观事实一样 ,也认同了外国人在中国

以投资人的身份的存在 ,那么对于中国公民在国内以雇佣

者的身份出现这种必然现象也应该作出合理的回应 ,要从

法与执法的层面作出反应 ,即图表中第 1 个因素外国人就

业管理法律法规和第 2 个因素执法者的宽严控制与政策

解中都应该作出相应的反应。

111

张 　杰 :从“菲佣”现象透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国人就业管理



第二 ,“菲佣”作为市场经济型的违法行为的代名词 ,

它代表的第二种含义就是图表中第 2 个因素的解读 ,即

“执法者的宽严控制与政策解读”。

“菲佣”是不是人才呢 ? 这里应该尝试着用“市场化”

的眼光解读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才”的含义。一个能够

提高国家 GDP 数字的出入境政策 ,并不意味着拒绝“特

殊”人才 ,“特殊”应该包含“市场需要”的含义 ,外国人就

业管理规定已经包含了“特殊”二字的表述 ,执法者应给予

重新解读。

出入境管理政策中需要就市场经济中人才需求的变

化作出相应回应 ,回应的宗旨是政治服务于经济的客观规

律。同时 ,马克思主义中“利益是一切的基础”之讲解对这

一现象作出了合理解释 ,劳动者对市场的需求变化是市场

经济发展中的必然反应。两弊相权 ,取其轻 ,两利相权 ,取

其重。“菲佣”现象是否冲击了中国的就业市场 ,需要作进

一步的分析和思考。

中国作为世界上庞大的劳动力密集型国家 ,劳务输出

的总趋势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菲佣”对中国就业市场的

冲击是有限的。如果把“菲佣”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看作

是一种服务产品 ,或者当作雇佣者对人力市场中的人力

“产品”,那么来分析一下这个产品在性价比上表现出来的

属性。

首先 ,从性能上看 ,这类“产品”的需求尚处在对中国

高端客户 (即高收入人群) 的满足与竞争上 ,他们追求“菲

佣”良好的工作素质、外语水平和专业护理技术等品质。

而对于低一层次及普通的中国公民所私自雇佣的廉价劳

动力本身的劳动技能是不能相比的。

其次 ,在价格上 ,“菲佣”的香港工资是 3500 元左右 ,

在内地目前大约是 2500 - 3000 元左右。在中国公民私自

雇佣本国劳动力的行为中 ,几乎看不到用这个价格购买一

个本国籍保姆的服务的价格。

可见 ,产品的性价比不同的时候 ,不存在竞争 ,也就无

从对中国的就业市场造成冲击 ,也就谈不上冲击西部开

发、保护弱势群体、保护中国的就业市场的政策了。因此

从“人才”的角度看 ,“菲佣”与现存的入出境管理制度的思

路不矛盾。它是市场经济中和入出境行为中可以容忍的

行为和现象。

第三 ,“菲佣”现象作为一个代名词 ,它说明了中国经

济快速增长方式中消费方式的转变 ,“菲佣”现象只是这一

消费方式变化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之一。我国的收入差距

逐年增大 ,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人均收入已达到发达国家

中产阶级收入的水平 ,这种收入水平的多层次化 ,必然导

致消费市场的多层次需求 ,它不仅决定了高层次收入者的

消费层次的上升 ,也决定了低层次消费者无法选择“菲佣”

这种暂时的高档商品的享用。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

需关系规律决定的。那么 ,对于能够雇佣普通中国籍保姆

的主体不会因为高档“产品”的存在 ,而违背个人收入的实

际情况 ,放弃他对普通产品 (被雇佣者) 的选择。从这一点

看 ,“菲佣”的就业在一定的阶段不会冲击中国的普通就业

市场。

香港外国人入出境就业管理就经历了这样的阵痛 ,它

最终选择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管理政策。香港早期是

限制菲律宾等佣人进入香港就业的 ,直到今天香港依然保

留着“对特殊的、专业人才的吸引”的政策与法规。对于

“菲佣”,香港出入境管理部门看到了这一市场产生的大量

需求 ,香港从法律法规上改变了非法入出境人员的定义和

范畴 ,变限制为登记和岗前培训政策。对出入境管理部门

执法者来说 ,与其让违法者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剥夺国家税

收 ,不如加强出入境管理的登记与疏导。

对大陆来讲 ,现在已是将现行出入境法律法规“控制”

理念转为“服务”理念的时候了。禁止外国人入境不如满

足本国公民需求 ;出台限制法规不如疏导公民正确选择 ;

打击外国人非法入出境不如鼓励其进行各种纳税和登记 ,

这也是我国当前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发展思路的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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