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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企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外地劳工涌广东。其中，外来

女工凭着女性特有的细致与耐心深受各用人单位的青睐。客

观地说，外来女工为“珠三角”经济增长发挥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但是在经济增长的背后，女职工合法权益屡被侵犯的

事实不容忽视。其中被迫延长工作时间、怀孕女职工被随意

解除劳动合同、缺乏劳动保护在不安全环境工作甚至遭遇性

骚扰的案件层出不穷。 相对男职工而言，女职工不但更容易

遭受侵害，而且基于其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更容易引发社会问

题。如最近新闻媒体也报道过多起女职工自杀的案件。侵犯

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一方面直接损害了女职工个体的合

法利益，另一方面也因容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而备受关注。

我国对女职工的劳动保护十分重视。《劳动法》第五十八条

规定，国家对女职工及未成年工实行特殊的劳动保护。《妇

女权益保障法》第三条规定，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休、伙业事业单位、城乡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保障妇

女的权益。除了人大通过的上述立法外，国务院还专门制订

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

》以保障女职工权益。 我们在看到法律法规健全的同时，我

们同样发现女职工权益受侵犯案件却屡年递增得不到有效制

止。事实上，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女职工在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时，往往不愿或不会通过法律途径获得保护，法律规定



的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因此无法得到切实保障，这种反差不得

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女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通常要通过

提起“一裁二审”的程序来寻求保护。根据法律规定，一个

劳动争议案件要经过一次仲裁及一审二审法院三个程序，这

套程序完成大概要一年左右。实践中，不但时间成本高，而

且非专业人员无法顺利完成上述程序中的实体举证及答辩工

作。的确，权益受到侵犯时我们应当学会自我维护，尤其是

寻求法律帮助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是目前集中在劳动密

集型企业的女职工大部分系外来打工人员，社会关系薄弱、

经济能力低，文化程度不高、维权意识及维权能力在短期内

无法迅速提升。因此，立法者仅把一整套法律给女职工显然

是不够的。事实上，大量女职工无法利用现行的法律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及协助女

职工维护其合法权益，积极探索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新思路

。 我们认为近期增加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有以下几个思路：

1、加强劳动或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监察力度。根据《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有权对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进行劳动保障监察。因此，作为专业的劳动法律知

识的劳动保障部门可以迅速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作出处罚及纠正。如对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少

于90天的，可以对用人单位处以1000以上5000以下的罚款。有

了政府机关的直接查处，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往往取到立竿

见影的效果 2、加强人民法院民事制裁的力度。根据民法通

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还可以

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

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人民法院采用



民事制裁不仅可以直接阻吓用人单位滥用一、二审诉讼权利

拖延时间从而以最快时间实现保护女职工权益的目的，而且

客观上可以引导用人单位依法经营。同时，人民法院还可以

对审理案件中发现的严重侵犯女职工权益的行为发出司法建

议，从而给相关职能部门迅速查处提供依据。 3、加强支持

起诉工作。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

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提

起诉讼是一个相对专业的工作，需要相当的工作时间及专业

知识。基于目前大部分工厂女职工无法足够保障时间及经费

去通过诉讼解决问题，因此工会、妇联等部门应当积极参与

支持起诉工作，用具体行动切实指导女职工保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4、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

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

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目前没有统一的

在界定经济困难受援助对象标准，因此各地规定不一，导致

很多应当接受援助的女职工得不到法律援助而被迫放弃诉求

。因此，降低法律援助门槛，确保有需要的女职工得到法律

援助从而在短期使女职工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具有直接作用。 

可以说，维护职工尤其是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一项

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程。这其中，不仅要有立法者的参

与，更需要执法者去实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我们不能一味苛求当事人拿起法律武器，各机关团体积极行

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作者：刘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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