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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有效路径

李紫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女性的劳动保护是值得高度关注的话题，由于男女性别的客观差异，女性在工作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特殊的问题需要

解决。 在如今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切实保障女性职工的劳动权益不受侵害也已成为时下的评议热点。 本文研究指出

可通过加强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建立完善维权机制、加强素质教育、整合多方资源的方式促成落实女职工劳动权益的保护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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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当今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应该如何保障

职场女性的劳动权益，已然成为当前社会普遍关注

的热点问题。 由于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别，一般

情况下男性身体的各项机能总体强于女性，因而不

应当安排女性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女性的身体机

能使得女职工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孕期、产期等一系

列过程，在此期间尤其需要特殊保护。 在相当程度

上，对职场女性的劳动保护就是对未来一代生命成

长的保护，因此，对职场女性实行有效的劳动保护是

非常必要的。
１　 中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现状与问题

女职工劳动保护既包括保护女性的劳动权利如

平等就业、获取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又包括保护

女职工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 对女职工的劳动

保护始终是中国政府关注和进行的工作。 １９５１ 年

的《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草案》中出现了对于女

职工劳动保护最早的规定，１９５６ 年的《女工保护条

例（草案）》、１９７９ 年的 《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

１９８８ 年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的发布施行，对
于保障女职工的生产环境与身心健康，提升下一代

的身体素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９９２ 年《妇女权

益保障法》通过，从此中国开启了女性权益保护的

法制化进程。 １９９４ 年《劳动法》颁布，这是中国建国

以来第一部对劳动关系进行系统规范的基本法，其
中第七章内容专门确定了对女职工的特殊保护条

例。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通过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对女职工的劳动范围、假期待遇及监管体制进

行了调整。
从调研中可知，目前国内对女职工劳动权益的

保护上，各行各业所履行的情况却存在着差别，既有

劳动合同的各项条例都得到基本履行的较好的实体

组织，也有对女职工在劳动过程中的保护并未按照

相关规定贯彻落实的范例。 分析可知，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 ３ 个方面，对此拟做阐释分

述如下。
（１）监管体系仍有待完善。 一方面，企业改制

深化使得大量非公企业涌入市场，市场竞争的压力



使得企业无暇顾及或是因疏忽而削弱了对女职工劳

动保护的管理力度；另一方面，还未能建立健全行之

有效的监管制度，与此同时有些违规操作也存在难

以举证的问题，因此很可能出现即使投诉也可能导

致处理不善的状况发生，监管政策与体系的欠缺使

得对违规企业缺乏有效的制约。
（２）思想认识不到位。 并非所有企业都有保护

女职工劳动权益的意识，有的企业在运营上缺乏对

企业的长远管理与劳动保护的相关知识，因此缺少

对女职工的劳动保护规章制度及配套执行细节的综

合建设，有些时候甚至会流于形式。
（３）女职工群体维权能力差别较大。 女职工群

体遍布各行各业，不同的教育和职业经历使得各自

的维权能力有着很大差别，相对而言，学历较高的女

职工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更强，在签订劳动合

同、履行劳动合同内容以及与用人单位出现纠纷进

行诉讼的过程中，均能依靠自身力量依法维权，而学

历较低的女性则不然，其维权意识较弱，因此就容易

成为职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通常会用舍弃劳动条

件、劳动保障等方面合法权益的代价来换取就业机

会。
２　 互联网＋背景下女职工劳动保护举措

如今，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依托，已逐渐实现了

互联网与各路行业日益密切的有效融合，传统行业

也因此得到了提升与创新，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市

场潮流，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定是有着最新研发进展

的信息技术与社会各领域更深入的结合。 在此种背

景形势下，就完全有理由考虑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

来解决女职工的劳动保护问题，基于此，提出如下解

决建议：
（１）建立完善的维权机制。 大多非公企业由于

规模较小，处于发展上升期，员工的维权机制并不健

全。 各企业应有规划地建立健全完善畅通的维权机

制，让员工心中有底、申诉有门。 要严格企业的市场

准入要求，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可根据企

业有无保护女职工权益的专项条款、女职工劳动保

护纠纷数量、职工申诉次数、受理女职工劳动保护案

件结果等指标来对企业进行评估，使损害女职工合

法权益的企业没有生存空间。

（２）加强女职工素质教育。 一方面要加强女职

工的法律知识教育，使其遇到劳动纠纷时善于运用

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女职工的文

化知识教育。 互联网＋时代下的知识更新速度日新

月异，只有不断汲取新的知识营养，并致力于提升自

身工作能力才可能拥有更多话语权，从而为女性员

工切实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与保障。
（３）联合多方力量促成工作落实。 女职工的劳

动权益保护工作涉及资金、管理等诸多方面，仅凭单

家企业可能难以迅速见效，但若依托互联网平台整

合多方力量和资源，必定能够加快工作效率，使女职

工劳动保护工作尽早落地。 各家企业工会则应主动

与各相关职能部门加强联系协作，通过联动机制共

同促进女职工劳动保护趋于制度化、常态化。
３　 结束语

对于女性职工的劳动保护无论处于何种时期置

于何种情况都是必须且必要的，唯一不同的是需要

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更新保护女性的方式方法，在
互联网＋和大数据大行其道的新时期背景下，对女

职工的劳动保护更应与时俱进。 借助信息技术的积

极作用推动用人单位依法依规采取保护女性职工劳

动权益的各种措施，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护的宣传

教育，提高女性职工的文化素质，依靠多方资源共同

促进女性劳动保护权益的工作落实，通过高效利用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切实保护女职

工在新时代的劳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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