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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家政服务消费需求

家政服务是以家庭为服务对象，提

供家务料理、家庭成员照护、家庭事务

管理等满足家庭生活照料需求的服务

行为。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

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居民家庭以育儿

养老为主体的家政服务消费需求不断

攀升。

从老龄人口看，2023 年我国 65 岁

及以上人口达到 21676 万人，占全国人

口的 15.4％，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

社会。另据 2022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近 4000 万人，约占

全国人口的 2.7％，大量居家养老的高

龄老人，催生了旺盛的以家庭照护为主

体的家政服务消费需求。

从婴幼儿数量看，2023年我国出生

人口 902 万人，预示着有 902 万个新生

婴儿和与之相关联的孕产妇，此外 1～
6 岁婴幼儿每个年龄段都有千万人左

右，这个群体有着庞大的家政服务消费

需求。

提升家政服务职业化水平，促进家

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一项民心工程

和民生工程，事关千家万户福祉。近年

来，围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家政服务

消费需求，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家政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据相

关部门公布的统计口径，我国家政服务

从业人员已超过 3000万人，家政服务企

业 100多万家。据相关行业咨询机构发

布的数据，我国家政服务行业规模超过

1.1万亿元。

从家政服务业发展现状看，家政服

务总量供给不足、职业化水平不高、人

民群众满意度低等问题仍比较突出，找

家政服务员难、找一个好的家政服务员

更难的问题，困扰和制约着人民群众的

家政服务消费需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养

老、育幼、家政等服务扩容提质。加强

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提升家政服务职

业化水平，助力家政服务扩容提质，已

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家政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夯实职业化发展基础

《意见》聚焦实际，以人民群众的

消费需求为导向，夯实家政服务职业化

发展基础，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特

点。

一是坚持标准先行，引领家政服务

职业化发展。

2000年，首次将家政服务员纳入国

家职业分类大典，并制定颁布家政服务

员国家职业标准，取代了以家庭佣人、

保姆等对提供家政服务人员的俗称，提

升了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和

职业地位。

此次发布的《意见》，再次从完善

家政服务职业标准体系和优化从业人

员职业评价两个角度，明确提出要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和家政服务需求变化，适

时增设和制（修）订家政服务相关职业

（工种）国家职业标准，完善家政服务职

业分类，拓宽职业发展通道。积极推进

家政服务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

励家政企业、家政培训机构引导家政服

务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

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引导家政服

务从业人员树立职业标准意识，不断提

升职业技能水平；引导家政企业把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作为衡量家政服务从业

人员职业技能水平的评价标准。

二是提升职业技能，夯实家政服务

职业化基础。

由于家政服务行业的特殊性，家政

服务从业人员就业流动性大、稳定性

差，大部分从业人员来自农村转移劳动

力，以女性居多，普遍文化程度偏低，技

能水平不高。

这样的背景下，《意见》提出提升

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按照相关国家职业

标准和培训大纲，规范家政服务职业技

能培训，围绕急需紧缺进一步加大家政

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同时发挥家政

企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主体作用，支持

有条件的家政企业完善实训设施，加强

技能提升培训。《意见》提出加强家政服

务培训能力建设，推进家政（家庭）服务

职业培训示范基地建设，开展师资培

训，开发职业技能培训教程。探索国际

区域交流机制，引进高水平家政服务师

资、课程、教材等资源。推动数字化赋能，

丰富线上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培训资源。

三是注重专业化培养，提升家政服

务职业素养。

据家庭服务业 36 个城市调查数据

显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中初中及以下

学历占 66.49％，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

4.59％。因此，提升家政服务从业人员

职业素养，培养和吸引有家政服务及相

关专业教育经历的各类人才进入家政

服务领域，改善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结

构，是推动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

对此，《意见》提出加强家政服务

专业化培养，鼓励引导相关院校加强家

政服务专业建设，加快推进家政服务相

关专业人才培养，支持校企合作开发学

历与岗位技能双提升项目。引导家政

相关专业学生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参

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支持家政服务

相关专业的在校学生，利用假期或实习

期到家政企业学习锻炼，支持家政企业

参与校园招聘。

营造职业化发展氛围

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家政服务消

费需求不断增加，加快家政服务职业化

发展，不仅需要夯实职业化发展基础，

更要营造职业化发展氛围。

——促进规范发展，维护从业人员

合法权益。以中介制、零工制为主体的

家政服务市场，企业规模小、人员流动

性大，行业监督管理难，保障家政服务

从业人员权益更难。对此，《意见》从服

务需求角度提出一系列举措。

其一，鼓励家政企业发展。比如，

《意见》提出鼓励家政企业引入现代企

业经营模式，提升专业化、规范化管理

水平，打造家政服务品牌。支持和引导

有条件的家政企业，逐步向员工制家政

企业转型发展。加强家政企业用工管

理，指导家政企业依法与招用的家政服

务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引导家政企业建立与家政服务技能和

服务质量相匹配的薪酬分配办法。

其二，加强行业监督管理。《意见》

强调进一步强化家政服务诚信体系建

设，发挥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作用。

支持行业协会、行业联盟开展家政服务

诚信建设，引导家政企业诚信经营。

其三，维护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意见》明确引导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依

法参加社会保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

索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工伤保障政策，支

持家政企业购买意外伤害、雇主责任等

商业保险，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对家政

企业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购买意外伤

害保险进行补贴。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支持各类社会组织、调解组织、法律援

助机构等依法维护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扩大从业人员队伍，缓解家政

服务用工缺口。《意见》提出落实就业创

业扶持政策，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到家

政服务领域就业创业。发挥家政劳务

品牌示范带动作用，鼓励地理相邻、人

员往来密切的省份探索组建区域家政

服务劳务协作联盟。发挥人力资源市

场作用，加强用工需求信息归集发布和

精准对接。支持家政企业参与春风行

动、工会帮就业、生活服务招聘季等，积

极开展线上线下招聘。引导家政企业

加强春节期间稳岗留工，保障特殊时期

家政服务供给。

——强化技能竞赛引领，营造家政

服务职业化氛围。《意见》强调要积极培

育家政服务领域职业技能竞赛品牌，探

索开展国家级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

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对技能培训的

带动和引领作用，营造全社会尊重家政

服务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通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提升了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

向社会展示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职

业风采，在强化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职业

荣誉感的同时，也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家

政服务消费信心。

（作者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

民工工作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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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10项具体任务举措，旨在
打出家政服务扩容提质的“组合拳”，进一步促进家政服务领域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家政服务有效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家政服务
消费需求。

在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巾帼家政服务技能大赛比赛现场，参赛人员展示养

老护理技能（2023 年 8 月 11 日摄） 骆学峰 摄

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意见》提出 10 项具体任务举措，旨在打出家政服务扩容提质的“组合拳”，进一步促进家政服务领域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家政服务有效供给，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高品质的家政服务消费需求

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提升家政服务职业化水平，助力家政服务扩容提质，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通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提升了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向社会展示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风采，在强化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职业荣

誉感的同时，也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家政服务消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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