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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身心障碍者①， 指的是身体系统功能有损伤或者有所偏离或

丧失，从而影响其活动与参与社会生活的人。 身心障碍者就业权，系指

身心障碍者群体享有的在劳务市场平等和不受歧视参与工作，接受合

理报酬的权利。 作为社会上弱势族群，身心障碍者遭遇着歧视待遇，突

出表现在其工作权利常因肢体伤残言语障碍等原因受到侵害，在自由

竞争之劳务供给市场上，如无特殊才能，雇主在劳动效率及利润的考

量下，往往优先选择那些心智和身体条件正常的人，这时，倘缺乏政府

之特别保护措施，身心障碍者很难得到就业岗位。 由此产生之后果不

仅是身心障碍者个人心灵的长期压抑，整个家庭经济生计方面也会背

上沉重负担，种种社会问题得以连锁反应，此正是法律应当对其就业

权进行特别保护之必要性所在。
近年来，身心障碍者人数持续增加，据不完全资料统计，中国身心

障碍者人数达到 6000 多万人，尤其在当下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作为

弱势群体的身心障碍者的就业和生存状况备受关注。

1 我国身心障碍者就业权保护立法及存在问题

1．1 大陆身心障碍者就业权保护立法

为身心障碍者平等进行参与就业创造条件，乃民主法治国家肩负

的不可推卸之职责，身心障碍者之就业权的实现有赖于国家之积极作

为。 就业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劳动能力且又愿意就业的人

都应当有权去获得就业机会并得到相应报酬。 在我国，劳动就业权是

法律所保障的残疾人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第 45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

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和教育”。 我国《残

疾人保障法》第 27 条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劳动的权利，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对残疾人劳动就业统筹规划，为残疾人创造劳动就业条件”。 此

外，国务院颁布的《残疾人就业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促进残疾人

就业中的职责，该条例第二章更是明确了用人单位在吸纳残疾人就业

方面的责任。
1．2 大陆身心障碍者就业权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残疾人就业权的维护方面经历了从政策到法律的转变，以

宪法为基础，逐步构建起残疾人权利的法律保护体系，但是该体系及

其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缺点，具体表现在：
其一，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的法律级别低，常常是国务院部委以条

例，通知等形式出现，政策性强，按照我国法律体系的惯例，部门规章

条例之法律效力远低于专门性法律，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司法机关在

审理涉及侵犯残疾人工作权或者就业权案件中，很难将这些条例通知

作为审理案件之直接依据②， 由此这类法律文件之效力与权威受到了

挑战，很多惠及残疾人群体的政策难以落实，而且规定得过于散乱缺

乏系统性，实践中执行力度不够。
其二，即便是全国人大于 2008 年通过的新的《残疾人保障法》，也

日益显现些须难以克服的弊端：譬如立法过于粗糙，原则性、政策性、
倡导性的条文过多，法律之刚性受到道德性的掩盖，实体措施规定甚

多而缺少程序性规范，而残疾人具体权利尤其就业权之促进的问题规

定得过于苍白且笼统，缺少有效的实施机制，可操作性不强。
第三，制定的相关法律在实践中无法得到良好的实施，法之为法

者，其意义在于有效的实施而非单纯的白纸黑字，受到各种因素的制

约， 大陆维护身心障碍者就业权的法律并未发挥预期之良好法律效

果。

2 完善我国身心障碍者就业权法律措施

2．1 加大财政公益性资金投入

依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政府财政源自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税收收

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身心障碍者权利保障事业势必耗费很大的成

本，作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该成本须由财政来负担，身心障

碍者保障法律制度之实施成本也要由财政来负担，故人民代表大会在

年度预算时应加大残疾人保障财政性资金投入之力度，并予以严格监

督，通过中央财政收入的大量转移支付，资金残缺的地方政府可将转

入的财政收入运用于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和师资队伍等之改善。 例如我

国台湾地区《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 27 条第 4 款规定：直辖市、县

（市）教育主管机关经费不足者，由中央教育主管机关补助之。 实践中

大陆台湾均采用转移支付的方法，弥补地方财政之不足，不过由于台

湾地区地方分权自治性比大陆强， 在宪政和法治进程也是走在前面，
转移支付过程中避免财政公益性资金之流失的监督机制也比较完善，
所以本文以为，我们可借鉴之，当然这其中涉及到太多的因素了，包括

宪法的完善和转移支付法之制定等等，绝非一日之功。
2．2 税收优惠

我国不同级次的法律文件业已规定了不少的税收优惠，包括减免

所得税，营业税，先征后返增值税等。 这些法律文件效力层次不一，严

格地说，已经违反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这些法律文件之规定异常散

乱，效力等级差别大，使得其在实践中未必均能得到严格遵守或者出

现实施标准不一的尴尬现状。 所以，本文主张大陆法律应该同台湾法

一样，坚持税收法定之基本理念，促进身心障碍者就业之税收优惠举

措应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里得到体现，做大这点，善莫

大焉， 大抵因为我们的税收优惠之弊病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形式，倘

能严格坚持税收法定，税收优惠如进用残疾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

之增值税免征或者减征，企业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之工资费用可以加

计扣除等等才能因具备更强之法律效力而得到遵守。
2．3 信贷支持

进用身心障碍者的企业或者身心障碍者自己创业的企业很多是

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我国早已凸显。 法律应对此类企

业给予贷款优惠，优惠方式不一，可以是提供低利息的贷款，向金融机

构贷款时候政府以信誉为之提供担保，或者放松贷款条件，延长还款

期限，考虑到银行可能缺乏动力发放这种对其自身来说"不经济"的贷

款，政府应对银行采取政策优惠等激励措施，本文作者由于知识和资

料所限，并未找到台湾地区这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本文以为税法可以

考虑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银行进行减征企业所得税或营业税等，地

方政府可以为银行履行责任中可能出现的坏帐呆帐风险以财政进行

担保。
2．4 政府采购支持

为了鼓励企业进用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员工，政府应当在进行政府

采购时优先选择那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之产品或劳务，这些企

业个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难以与那些进用正常员工的企业在市场竞

争中取得优势，因此，政府在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

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时候，在同等条件下应当

优先考虑购买福利企业或者进用残疾人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生

产之产品或者提供之服务。 各级主管机关应定期公告或发函各义务采

购单位，告知前项物品及服务，各义务采购单位应依相关法令规定，采

购该物品及服务至一定比率， 惟有采取诸如此类的定期监督方式，方

能将法律之优惠规定落到实处。

3 结语

对身心障碍者就业权的保护，需要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 身心障

碍者的就业问题，不仅来自于本身障碍因子的限制，更与其所处之经

济法治与道德大环境息息相关③。 故身心障碍者就业（下转第 423 页）

我国身心障碍者就业权之保障研究
丁学坤 1 任懿扬 2

(1.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 浙江 宁波 315042；2.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本文旨在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身心障碍者就业权的法律保障现状，寻找我国有关身心障碍者就业权保护法立法及实施效果之不

足，进而提出一些解决措施，期待对促进我国的身心障碍者群体就业权工作之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身心障碍者；就业权；就业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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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提倡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提 倡 建 设 节 约 型 社 会 的 口 号

中，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家用电器已成了主要能耗之一，而能源并不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因此，也就越来越紧缺，环境日益恶化，近几年

来的气候变暖，地质变动，地震海啸频发，使得人们开始深思，深刻的

认识到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节约每一滴水。 每一度电，每一

分气，每一升油……不得不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所谓浪费可耻，节

约可嘉。而本人是一名普通的电工，对于电器方面了解多些，熟悉电工

基础理论知识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有许多方法实现节约用电。
家用电器中大多数是属于感性负载电器。 在感性负载工作时，电

源和负载之间不断的进行着电场和磁场能量的交换，其能量交换的最

大值叫无功功率，其值是 Q=UIL SinΦ,单位是‘泛尔’，这种能量交换虽

然负载没有消耗电能，但是，它使电源的容量得不到充分的利用，降低

了供电的效率。一般地，从供电站送出的交流电在电器中工作时，通过

电器的电流 IL 和两端的电压 U 存在着相位差 ф， 电流 IL 做的功分为

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两部分。 有功功率 P=ILUCOSф（其中 COS 称为负

载（电器）的功率因数），这就是我们平常在家用电器铭牌上看到的标

称的功率。 有功功率就是负载消耗的功率。 单位是瓦特。 前面讲过，除

了有功功率外，还有无功功率（它不做功，只是在进行能量的交换）两

者合起来称为视在功率，这是从供电系统中送出的总功率。简单讲，发

电站供电的视在功率是一定的。 如果无功功率较大，则有功功率就越

小它不但使电源的容量得不到充分的的利用， 降低了电源的利用率，
而且还使电路的电流增大，加大了线路损耗，降低了供电的效率。 那

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尽量提高电源的效率呢？
如果在负载电源回路的两端并联一只容量适当的电容器 C，就可

以减少电源与负载之间的能量交换。感性负载需要的无功功率将主要

由容性负载电容器 C 供给。 通过电容 C 的电流 IC 在相位上要比电源

电压 U 超前 90°，由于并联了移相电容 C，使总电流 I 比电源电压滞后

ф1，但 Φ1<Φ，即功率因数由 COSΦ 提高到了 COSΦ1。 COSΦ1 可达到

0.85 以上。 功率因数 COSΦ=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得到提高，
即电源的效率提高了，在工程上我们称功率因数为力率，要求尽量使

力率 COSΦ 接近 1， 但这只是理想状况； 实际上通常要求达到 0.9 左

右。
然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家电功率因数很低，例如，洗衣机的功率

因数在 0.5~0.6 之间；电冰箱的功率因数在 0.24~0.4 之间；采用电感镇

流器的日光灯功率因数在 0.4 左右， 这些家电的电源利用率太低了，
换句话说，浪费了电源，浪费了资源。用电容器补偿，提高功率因数，要

根据各种用电器的有功功率去选择适当的电容器，一般的，如以日光

灯为例， 将 10 瓦，20 瓦，30 瓦，40 瓦，60 瓦日光灯的功率因数从 0.4
提高到 0.9 时，应并联电容的容量分别为 1.2，2.4,3.6，4.8，7.2 微法。 同

时，在选用电容器时，必须注意其耐压值在 400 伏特以上。 如果不知道

电器的功率因数，可用万用表进行测定：将待测功率因数的感性负载

和一个电阻性负载并联后接在交流电源上。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档分别

测出该电路的干路的总电流 I，纯电阻支路的电流工 IR，感性负载支路

的电流 IL， 由电工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可得出待测感性负载的功率因

数，可由下式决定：COSΦ=（I2-IR2-IL2）/2IRIL。
那么在感性负载的两端并联补偿电器后到底可节约多少电能呢？

举例说明：一只 40 瓦的日光灯，如不接补偿电容器，视在功率 U 和 IL
之积可达 100 伏安（根据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则视在功率=
有功功率/功率因数，40 瓦÷0.4=100 伏安），接入补偿电容器后，若把功

率因数从 0.4 提高到 0.9， 则视在功率降至不足 50 伏安 （40 瓦÷0.9=
44.5 伏安）节约电源容量 50%。 若把电冰箱的功率因数由 0.3 提高到

0.9，以一台 120 瓦特的电冰箱计算，如不接补偿电容器时，视在功率 U
和 IL 之积可达 400 伏安，接入补偿电容器后，若能把功率因数提高到

0.9，则视在功率降至 133 伏安，节约电源容量 267 伏安。 又如将洗衣

机的功率因数由 0.5 提高到 0.9， 则以一台功率为 180 瓦的洗衣机计

算，如不接补偿电容器时，视在功率 U 和 IL 之积为 360 伏安，接入补

偿电容器后， 若能够把功率因数提高到 0.9， 则视在功率降至 200 伏

安，可节约电源容量 160 伏安。
还有很多的家用电器可以这样计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一

找自家中的用电器的有功功率，然后可根据，（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功率因数 COSΦ=有功功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功率因数=
视在功率）自己自行计算。有电工基础的读者在计算后，可以自己为家

中的电器制作电容补偿电路，但一定要注意安全，给家用电器并联一

只电容器节约电能的数量是很大的，其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但是，
并不是所有家用电器都能够采用并联电容补偿节电法的。主要是带电

感的电器（如：日光灯，洗衣机，电冰箱，抽水泵等）属感性负载电器才

行：对于应用电热效应的家电（如：白炽灯，电热丝，电热器，电炉，电饭

锅等）不属于感性负载电器就不能够采用并联电容器节约电能，相反

地，这些纯阻性负载并入电容后不仅不能补偿无功功率反而使电路的

总电流增大。 （我们初中物理课都提及到，电阻并联后使总电流增大）
增加了无功功率，所谓“过补”了。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给家用电器提高功率因数，节约电能的效

果在家庭中不太明显，它主要是提高电源的利用率，实质上提高了能

源转换的效率。节约了能源，对于保护地球环境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分

析问题要客观些，不可能每个人都懂电工操作的，若要自己动手改动

家电的结构更加是不实际的。 我提出的问题，建议生产家电的厂家能

够积极地考虑给感性负载家电一次简单的升级！ （我知道中国政府在

1996 年启动了“中国绿色照明工程”，推动高效节能照明产品的生产

和利用。 他就是一很好的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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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家用电器也应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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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17 页）权权之保护，不仅需要政府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也

需要社会民众对身心障碍者观念的改变，例如人道主义、慈善意识的

加强，并且需要企业社会强化其责任观念。只有社会各界之共同参与，
身心障碍者的就业权利才有充分之保障。

随着文明发展，民主法治的进步，身心障碍者就业权的保护之加

强，乃世界发展潮流，一个国家之文明程度，其检验的标准主要是看这

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给予其公民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的程

度，特别是对弱势族群者基本就业权之照顾程度。

注释：
①大陆法律多称呼为“残疾人”，本文以为，此称呼似乎带有一定的歧视性，

应当如国外一样，改称为“身心障碍者”。
②袁文水．试论我国残疾人法律保障体系建设．法制与社会，2009 年第 8 期。
③张郑正．雇主在台北市对身心障碍者雇用意愿之研究：政策工具之成效研

究[D]．台湾世新大学，2007：15．

［责任编辑：王爽］
科

●

●

○百家论剑○

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