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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BA_E8_AE_c123_283014.htm 资料图片 就业歧视：国人“集

体无意识” 谁遭遇了就业歧视 85.5%的人认为存在就业歧视

，其中认为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58%。 近日，这项被多家媒

体引用的调查数据受到广泛关注。数据的背后，由来自北大

、清华、中国社科院、政法大学等24名专家组成的“反就业

歧视研究课题组”也浮出水面。中国的就业歧视究竟如何？

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原因？专门法能

否真正保障就业平等？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该课题组项目负

责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 专家观点 

蔡定剑： “反就业歧视研究课题组”项目负责人 中国政法大

学宪政研究所所长 北大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

主任 与工作无关的条件就是歧视 记者：最近您组织多位学者

组成“反就业歧视研究课题组”，进行反就业歧视研究，并

准备起草就业歧视法律草案。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作就业歧

视？ 蔡定剑：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

《1958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这个公约对“就业歧视”

做了界定，简单地说，“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

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具有取消或损害就业

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视

为歧视。”这有三个方面含义：一是在就业和职业过程中，

用人单位不得采取法律禁止的差别对待，从而对当事人就业

和职业的机会平等造成损害，这样的行为一般认定为歧视。

二是法律禁止歧视的主要领域有种族、民族、宗教、性别、



社会出身等。第三，如果用人单位出于工作职业本身的内在

需要作出的区别或优惠就不是歧视。 记者：以上好像不包括

我们常说的身高、长相、学历等方面的歧视？ 蔡定剑：对就

业歧视的范围不可能在法律中列举穷尽，有一个判定什么是

歧视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看用工条件是否出于职业内在需要

。如果就业和职业中规定的条件与工作的内在要求无关，就

应视为歧视。所以不能仅看法律明确禁止的歧视，有些歧视

虽法律中没有明确禁止，但明显是荒唐的，如有的招聘规定

，要不要某种属相、某种血型或者某种星座的，提出与工作

性质毫无关系的条件，当然是歧视。 记者：这是一个比较复

杂而且专业的说法，如果简单点说呢？ 蔡定剑：三句话。第

一句，同等情况应同等对待，不能差别对待；第二句，不同

情况区别对待，比如对待女性，由于生理的不同，如果遇到

孕期、哺乳，应该区别对待；第三句话，对少数弱者应该给

予优惠，政府应该主动采取积极措施。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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