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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张桂勤兴奋的，除了行业自身的新
进展，更可喜的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被
称为“家政 36条”，从国家层面重视行业
发展，并直指行业发展痛点、难点，开出
“药方”，指明方向。

“家政 36条”提出，支持发展员工制
家政企业，促进家政企业向专业化、规模
化、品牌化发展；通过培训提升服务质
量，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每个省至少有
一所高校开设家政相关专业；扩大员
工制家政企业免征增值税的适用范

围，降低企业成本；通过建立健全标准
体系、推广使用示范合同文本、引入家
政服务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方式，推动
行业规范化发展；建立行业信用监管
体系等举措。

王瑜说，虽然“家政36条”颁布不久，
但在郑州政策利好已经开始显现。“最近
已经有多个高校积极与我们对接，商讨进
行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此外，还有至少
2家本科高校已经递交设置家政专业的
申请。”

王瑜说，近几年，郑州市政府高度重

视家政服务业工作，把培育、繁荣家政服
务市场作为“惠民生、扩就业、促消费”的
重要途径，积极制定政策措施，创优发展
环境，努力促进全市家政服务业整体水平
的提升。

“尽管行业发展目前还存在诸多共性
问题，但借助于人才优势，郑州的家政服
务业在全国还是走在前列的，希望借助此
次国家政策的东风，郑州能够积极落地实
施，并出台更加细致可行的方案，促进郑
州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迈上新台阶。”王
瑜说。

“养老”“育小”双需求，市场旺盛问题多

“家政36条”能给你家带来哪些利好？
小切口、大民生。近日，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
质扩容的意见》，提出36条具体政
策，被称为“家政36条”。明确通过
降低企业成本、发展员工制、推动家
政进社区、开展家政培训提升行动等
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那么，目前我市家政服务行业处在
什么阶段？家政市场有哪些痛点？此
次政策出台，将为我市家政行业带来哪
些利好？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 文/图

市场旺盛
家政需求逐年攀升

“都说孩子生下来，面临的第一个问
题就是找一个好月嫂，真是体会到了。”怀
孕4个月的贾青最近一直联系月嫂。

贾青说，自己和老公都要上班，双方
父母也不在身边，所以准备早早预定一个月
嫂帮忙照顾孩子。结果，身边亲戚朋友推介
的不是在“户上”，就是暂时接不了单。

“联系了一圈，最后通过一家母婴护
理公司先预定一位，占着坑再说。”贾青
说，价格已经谈好，1个月一万二，这基本
上是目前市面上“金牌月嫂”的基础价。

贾青的经历绝不是个例。近年来，随
着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分工日益
细化，我市家政服务需求呈爆发式上升。
加之随着二胎政策全面解禁，人口老龄化
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消费者对育婴育
儿、居家养老、康复护理、健康膳食等专业
家政服务需求呈刚性增长。

“现在家政服务行业基本上不缺客
户，缺的是好员工。不管是月嫂、育婴师、
还是保姆、保洁员，只要做得优秀，口碑
好，基本上很难预定。”郑州爱子缘母婴护
理中心主任张桂勤从业近 20年，在她看
来，近 5年我市家政行业进入了集中爆发
期，家政需求急剧攀升。

缺口较大
从业人员至少还需20万

然而，与旺盛的市场需求不相符合，我
市家政行业的发展存在诸多痛点。例如从
业人员不足、素质不高，行业不规范、安全
无保障等，行业积累的矛盾不断涌现。这
其中，不仅是雇主满意度不高，家政服务从
业者对就业环境也有诸多抱怨。这些问题
成为阻碍家政行业发展的“绊脚石”。

从全国来看，2018年，我国家政服务
业的经营规模达到 5762亿元，同比增长
27.9%，从业人员总量达到3000万人。

来自郑州市家庭服务业协会的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 2018年底，我市家政服务领
域包含日常保洁、保姆、钟点工、母婴护理、
养老护理等 20多个门类、200多个服务项
目。从企业规模数量来看，营业额在 50
万以上的经营单位 172 家，同比增长
12.4%。此外，以家政服务业为主的企业
有 2900多家，从业人员在 20万左右。“郑
州目前已经迈入千万级人口序列，家政服
务人员的需求与供给严重不匹配。”郑州
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王瑜说，据统计，
目前全市家政行业从业人员缺口至少在
20万以上。

“中介制”盛行，“员工制”实施难度大
从业人员缺口大，是目前家政行业面

临的最直观痛点。然而，“中介制”盛行，
所引发的行业不规范、监管不到位、安全
无保障则是真正制约行业发展的深层次
问题。

在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造成
家政行业混乱的根源在于目前家政行业
几乎全是“中介制”，也就是说，家政企业
即使拥有再多的从业者，其实都是“临时
工”，甚至有些家政公司签约职工数千人，
但正式员工只有十几人。

因为只是中介，企业虽然对从业人员
有初步了解，但并不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和
监管力。更何况，雇主和服务者之间的工
资往来，也不需要企业“插手”，一旦服务
者受到认可，很可能会通过一家雇主介绍
给另一家，最终脱离企业。

“本身家政行业比较特殊，因为它是
以人为商品进行交易，工作的场景也是在
比较私密的家庭环境中，所以企业更不容
易进行监管。”王瑜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众多家政企

业已经意识到“中介制”的弊端，然而由于
家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本就有限，税
费、员工社保等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承担。

“目前我市家政行业的众多从业者是
来自农村的女性农民工，在从事家政行业
之前并未缴纳过社保，甚至有时候家里农
忙，便不能接单工作，一年只能工作半年，或
者家里有个什么事情，说不干就不干，这些
问题也制约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等。”王瑜
说，“员工制”对家政服务真正转向专业化、
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但难度较大。

缺乏人才，从业者年龄普遍偏大
缺乏人才是家政服务行业面临的另

一大难题。在“养老”与“育小”的双重需
求作用下，目前我市家政从业者大多依
靠女性农民工来填补，并且年龄层普遍
偏大。

不管是咨询线下实体门店，还是查
询线上家政网站，都会发现，家政行业从
业人员的年龄层普遍在45岁以上。“虽然
经历了多年发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家政

行业是‘伺候人’的活，不够受尊重，年轻
人自然不愿加入。”张桂勤说。

在华山路一家家政服务公司的内部
系统，记者注意到，45岁以下的家政从
业者凤毛麟角。“这几年，行业收入不
断提高，年轻一点的从业者在慢慢增
多，但比例依然很低。”该公司负责人
孙女士说，随着市场对行业的要求越来
越高，年龄较大的从业者已经难以满足

需求。
不过，令张桂勤高兴的是，近期企业

有不少应聘者年纪都在40岁以下。“这是
一个新的从业者群体，她们大多以前都有
工作，为了生二胎辞职在家照顾孩子，等
孩子上幼儿园以后，还想继续工作，但因
为年龄原因，只能选择门槛较低的家政行
业。”张桂勤说，即便如此，这也是行业发
展的新变化。

政策利好在郑州已开始显现

一家家政机构在进行业务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