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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rich	population	 resources,	 foreign	 labor	export	and	cooper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bor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standardize	the	order	of	business,	solve	the	domestic	surplus	 labor,	 is	 important	 to	alleviate	China’s	 increasing	
employment	pressure,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China’s	labor	supply	highlights	
the	huge	potential,	but	in	the	case	of	expanding	labor	demand,	foreign	labor	market	mechanism,	management,	etc,	there	are	many	
market	failure	problem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extensiv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ata	analysi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oreign	labor	marke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oreign	labor	market,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Suggestions,	measures	
and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bility,	broaden	the	county	employment	
channels,	 increase	 foreign	exchange	 income,	 realiz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bor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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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人口资源丰富，开展对外劳务输出与合作，推进对外劳务市场的发展，建设和规范营商秩序，解决国内剩余劳动力，
对于缓解中国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具有重要性，在劳动力参与全球人力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中国劳务供给突显出巨大潜
力，但在劳务需求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对外劳务市场的机制、管理等方面存在很多市场失灵问题。论文基于广泛的实地调
研与资料分析，剖析了对外劳务市场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对外劳务市场中存在的短板问题，提出一系列的建议、措施和办
法，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拓宽县域就业渠道，增加外汇收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动对外劳务市
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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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外劳务市场的背景与现状

当前，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市场前景广阔的国家之一，

总人口已经超过 14 亿，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丰富的劳

动力资源为中国对外劳务输出提供了强劲的人力资源库，

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可以保证较长时期的低成本劳动力供

应。近年来中国劳务派遣已走过了萌芽过程，正在发展壮大，

并日趋成熟，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行业 [1]。中国对外劳务合作

规模较为稳定，各期末在外劳务人员数量均在 90 万人以上。

但是，劳务输出市场的机制和管理等方面存在很多缺陷和市

场失灵问题。对外劳务市场的混乱局面加大监管和治理力

度，转变财政职能，运用财政手段，加强对外劳务市场的治

理、建设与完善，把对外劳务市场引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运

转轨道，提高中国在国际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能力，助力解

决当前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输出问题，把国家“走出去，引进

来”双循环发展战略，落到实处。

2 对外劳务市场的途径及方式

中国劳务供给的潜力非常大，在国际劳务需求不断扩大

的情况下，只要采取适当有力的措施，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水

平完全可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目前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

主要途径和方式有以下 4 种：①通过承包海外工程输出劳务；

②通过与雇主（即中国有关的国际劳务公司及其公司）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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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劳务；③通过在国外的合资经营企业向海外输出劳务；

④劳务人员通过其他方式中介或朋友介绍到国外自谋职业 [2]。

3 对外劳务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3.1 劳务人员自身不足
中国对外输出劳务人员大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国

前，很多没有接受综合素质培训，其综合能力主要表现为

文化素质低、技能和技术水平低、外语水平低。这“三低”

不仅不能保护自己，缺乏具备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严重制

约了在国际劳务市场的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在与其他国家

竞争的过程中，失去优势，更失去了很多优势市场。与印

度、菲律宾等国相比，在英语方面的竞争就存在很大弱势和

不足。

3.2 劳务经营公司的短板和不足
①低价竞争。改革开放以来，劳务中介机构的队伍不

断壮大，逐渐形成劳务公司、劳务中介等多元化的结构和局

面，一些新进入的公司和中介往往采取压价手段挤占市场，

导致劳务外派各主要市场的价格持续下降，劳务公司短板不

足的根本原因，就是资金匮乏，后劲不足，实力不强，竞争

力薄弱。

②违规操作。由于竞争十分激烈，一些中介采取不正

当手段，不顾政府规定和行业管理 ,	违规违法操作。有些经

营公司对承揽工程的真实性、可靠性缺乏深入了解，发出的

招聘劳务信息与实际差距较大，使外派劳务蒙受损失。

③投资少，劳务公司资金短缺，培训不足。据 OECD

报告，高级教育外籍工人在 OECD 国家占比超 60%，初级

教育仅占 10% 左右。中国外派劳务人员多为农村剩余劳动

力和城镇下岗工人，受教育程度低，非技术性工作占比超

70%，错失国际高级劳务需求。在计算机软件服务领域，我

国市场份额仅占 0.1%。计算机技术、设计监理、经营管理、

高级海员等行业人才储备不足，劳务输出基地建设需完善。

大型劳务公司有培训基地，提供短期培训考核；中小型劳务

公司依托技工学校和就业培训中心，培训简单，效果不佳，

难以提升国际竞争力 [3]。

3.3 多头部门管理，机制不完善
中国对外劳务市场归口管理上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和

部门规章来调整，对外劳务合作面临多个政府部门的职能交

叉、管理体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境外就业的发展。

一直以来，商务部负责对外劳务输出业务的归口管理，并形

成了以《对外劳务输出经营资格管理办法》为代表的管理体

系。但近年来，其他部委也开始进行外派劳务企业资格审批

和市场管理工作，还有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及其挂靠机构办理

外派劳务工作。这种多头行政许可，多头对外的格局，造成

了部门之间的矛盾，妨碍了对外劳务市场的统一管理，影响

了市场秩序，浪费了资源，而且也不利于中国对外劳务输出

的统筹规划。

3.4 重视程度不够，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政府对于劳务合作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足，一是

对劳务合作事业缺乏财政方面的支持，没有充分发挥好财政

职能的有效资源配置等作用。二是出国务工人员出国前的技

能、技术、英语等各方面素质缺乏扎实培训。三是在回归创

业方面，政府也缺乏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的支持及引

导，不能形成回归效应，不能把他们从国外带回的技术和技

能进行深挖利用，特别乡镇创业人员缺乏一个广阔的创业

平台和资金支持。四是至今尚未建立一个财政投资支持的，

用于搜集有效传递国际劳务市场信息的网络平台，造成信息

量少，对信息的捕捉不够准确，信息渠道单一，缺乏一个统

一管理的人才和务工人员数据库。在传递和反馈上存在很多

障碍。

4 建议与对策

4.1 加大财政支持，提高资源配置智能，完善培训

基地建设
为增强政府主导性，政府应通过财政投资和社会支持，

建设属于政府管理的具备综合技能的职业培训学校，打造具

备国际竞争实力的劳务品牌。境外就业 ,	不仅需要劳动者具

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还需要详细了解和熟练掌握

出国的语言、风俗、文化、宗教和劳动法规等知识。要打造

国际劳务品牌，必须进行财政投资，政府办学，依托职业学

校，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增设学习项目，不断提高劳动力的

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并按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建立

境外就业人才储备库；有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技能培训及英

语等相关国外语言的培训，提高劳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和综合

能力；加强劳务人员思想教育和法律知识学习，学会依法

维权。

4.2 依法整顿劳务市场，强化财政杠杆职能
对外劳务市场的稳定状况，对国际经济合作的顺畅运

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确保该市场的有序发展，财政部

门需精心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以实现对对外劳务市场的有

效监管，避免市场发生过度波动，从而保障其平稳运行。具

体而言，政府应设定明确的对外劳务市场准入标准，以规范

市场秩序，防止不法中介机构混入其中，扰乱市场正常秩序。

此外，政府还需加大对外籍劳务人员的监管力度，切实保障

其合法权益，以促进对外劳务市场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完善

管理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对非法中介的监督和处罚力

度，坚决打击资质不全、扰乱市场的非法中介，严查非法中

介的违法行为，规范出国劳务收费标准，制定行业指导价格，

科学测算劳务输送的成本，出台有一定约束力的指导性收费

标准，推行“阳光合同”，明确工资、加班费及各项福利，

确保劳务公司、劳务中介、劳动者及用人单位间的权利和义

务。定期对劳务中介公司进行资质审查和评估评价，加强对

存有不合规和操作乱象的中介公司的查处力度，净化劳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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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市场。建立沟通机制，引导供需双方合作共赢。建立各相

关部门、各乡镇街区共同参与的会商机制，扎实开展好蒙阴

县商务发展服务中心“提境界、勇担当、促跨越”作风建设

活动，充分发扬“严真细实快”的工作作风，推动今年的商

务工作全面创新创优 [4]。

4.3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统一的综合性管理体系
中国对外劳务输出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改变“多头化”

的劳务输出管理体制，要建设“集中化、统一性”管理体系，

首先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财政支持。明确商务部门管理外派

劳务的职责，统一制定劳务输出政策，建立一个综合性专门

管理劳务输出的机构，深入地研究国际劳务市场的行情，全

面分析信息，对外劳务输出的政策及时进行调整，对劳务人

员的选拔和培训都制定出严格的标准，提升我国对外劳务人

员的素质和形象。这种有专门机构进行的管理比多部门管理

要高效得多，更能有效地规范对外劳务合作市场的秩序，保

障劳务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4.4 优化财政政策，健全服务体系
①政府的扶持。财政政策支持对劳务输出也是相当重

要的。总的说来，建立促进境外就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包括

有利于促进境外就业的投资政策、财政政策、税收优惠政策、

金融政策、回国劳务人员再就业政策等，为我国境外就业事

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在归国人员的安置方面，政

府可以对在国外掌握一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给予必

要的安置，包括为出国劳务人员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

保障，提高劳务人员的积极性。

②在回归创业方面，加大财政政策支持。政府要制定

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支持和鼓励归国人员创业，例如：可以

通过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减免税费的措施给回国创业

的人提 供一个政策优惠的良性平台。

③建立劳务输出信息网络中心。对外劳务输出涉及国

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能否及时准确获得两个市场的信息是发

展对外劳务输出的关键。政府要加大财政政策，尽快建立对

外劳务输出信息系统，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过滤和筛选准确信

息，提供最新最准确的外国劳动力对外劳务市场信息和劳务

目的国的一些法律法规、劳务人员的相关要求等，同时建立

后备人员信息数据库，对对外劳务人员信息进行分类，实行

动态管理，确保信息服务顺利进行。

④对劳务派遣制定财税优惠政策。为维护劳务公司的

合法利益，政府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针对劳务派遣资

金短缺问题，通过贷款优惠、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财政政

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增强劳务公司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

争力，为劳务经营公司提供各种法律服务机构的建设和发展

方向的财政支持。今年来，蒙阴县向具备资质的劳务公司和

信誉好的劳务中介提供贴息贷款 6000 万，税收优惠 50 万，

这种财政杠杆下的宏观管理，不仅解决了劳务公司和劳务中

介的资金不足，增强了其竞争实力，也极大鼓舞了他们的敢

于创新勇于拼搏的精神。

4.5 研判投资方向，增加理性投资，拓宽市场渠道
承包工程带动劳务输出是扩大和安排对外劳务输出的

有效方式，能占领市场和资源，自主输出和安排剩余劳动力。

近年来，我国对外承包稳定发展，形成了一批竞争力强的

企业。

全面研判投资风险，对外投资带动劳务输出。我国对

外投资范围广泛，包括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等领

域。海外投资企业多样化和投资区域广阔化将促进劳务输

出，企业人员参与国际合作是扩大劳务输出的途径。投资过

程要科学研判，支持和扶持投资企业或投资人，选择理性投

资，增强国际竞争力，缓解就业压力，拓宽国外劳务市场，

实现“一带一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为世界经济

注入新动能。

5 结语

财政职能的创新与发展还需要注重数据分析和科学决

策。通过收集和分析对外劳务市场的相关数据，可以更加准

确地把握市场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为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提供科学依据，各级行政部门应创造一切有利条件，抓住机

遇，积极鼓励对外劳务输出的开展，探索出更加符合中国对

外劳务市场特点的财政职能创新路径，为国家的经济腾飞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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