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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以担保等名义向劳动者
收取财物的，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
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
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
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对用人
单位处以罚款。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
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
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
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
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劳
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
身份证等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
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
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
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
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
标准处以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
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
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扣押被录
用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
得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
财物。违反上述规定的，按照《劳动合
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予以处罚。
（重庆立源律师事务所 温霏霏）

据媒体报道，在广东广州海珠区
一个小路边，站满了招工的制衣厂老
板。他们举着牌子排着队，等着路过
的工人挑选。一位老板说，之前是老
板挑工人，贴个广告就有人来，现在是
在路边等上一整天，都很难招到人。

“老板街头排队被工人挑”更多折
射了当前就业观念的转变。随着劳动
者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在就业
上不再只是单纯地考虑薪酬待遇的高
低，还会综合考量工作的成长空间、环
境、兴趣等因素。

相对于劳动者就业观念的转变，
一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却依然延
续陈旧的用工模式，不是通过提高劳
动生产率来提升利润，而是主要依靠
廉价劳动力来盈利。对劳动者来说，
此类企业因为成长空间有限、就业环
境较差，已经失去了对工人的吸引力。

面对就业观念转变和用工结构性
短缺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这会倒逼相
关企业转变观念，不断提高生产技术
和效率，改进用工模式，创造更好的就
业环境，提供良好的个人成长空间，并

给予劳动者合理薪酬待遇，以此纾解
用工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年轻一代
的劳动者，也不能好高骛远，而是要根
据自身条件和特长等各方面实际择
业、就业，不妨先就业后发展，逐步实
现自己的职业规划。

对劳动者来说，“老板街头排队被
工人挑”是个好现象；对企业老板来
说，也是个提醒。期待劳资双方都能
与时俱进，在新的就业形势下作出相
应改变，在“双向选择”互动中，实现用
工和就业的双赢。

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发展备受瞩目，重庆也成为职场人就
业的热点城市。日前，58同城发布的
《2021年重庆返城就业调研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显示，18%职场人将重
庆作为理想工作城市，首要原因是城
市发展速度快。53%的重庆职场人有
换工作的计划，不想安于现状是首要
原因，其次是想挑战自己，寻找更多的
机会。

在过去一年里，重庆开展了多项
引才聚才专项行动，对求职者的吸引
力不断增强。《报告》显示，在2021年
职场人工作/生活最理想的新一线城
市中，重庆以 18%的占比位列第二。

其中，92%的职场人认为重庆的工作
环境好，45%职场人被重庆发展速度
快所吸引。折射出重庆经济形势发展
良好，为人才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
会、广阔的创业平台和具有潜力的成
长空间。

计算机/互联网/通信岗位是职场
人在重庆最期待从事的职业。这一求
职选择显示了重庆在政策、产业的支
撑下，对人才的吸引力倍增。

《报告》还显示，43%的重庆职场
人理想工作状态是“工作蒸蒸日上，有
奔头”；27%的人希望从事朝九晚五的
工作，渴望工作和生活能保持平衡；另
外，36%重庆职场人的理想生活状态

是“家人健康，简简单单就好”。可见
追求事业发展与兼顾自在生活，是职
场人选择重庆作为理想工作城市的重
要因素。

《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
年 63%的重庆职场人没有跳槽，28%
的人有 1次跳槽经历，9%的人有2~3
次跳槽经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当 下 ，招 聘 求 职 恢 复 了 往 日 的 生
机。2021年春节后，53%的重庆职场
人表示有换工作的计划，其中 63%
选择同城同行业换工作。在有换工
作计划的职场人当中，56%的人为主
动跳槽。

（本报综合）

《2021年重庆返城就业调研报告》发布

九成职场人看中重庆工作环境

“工人挑老板”折射就业之变
■ 丁家发

就业问答

就业是民生之本。2021年我国就
业形势如何？面临哪些挑战？稳岗扩
就业有哪些新举措？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部长张纪南近日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回应了这些热点问题。

“2021年我国就业形势将延续总
体平稳态势。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仍然较多，就业形势依然比较复杂，面
临诸多挑战。”张纪南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说，去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
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城镇调查
失业率全年平均5.6%，低于预期调控
目标。

张纪南指出，2021年就业总量压
力不减，需要安排就业的城镇新增长
劳动力仍然在1500万人左右，高校毕
业生909万人，达到新高。同时，结构
性矛盾仍然突出，就业难和招工难并
存。制造业、服务业普工难招，技术工
人短缺，技术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超
过2。

“疫情影响复杂多变，‘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压力较大，给今年就业增加
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张纪南说，

下一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深
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突出重点，精准
施策、精准发力。

他表示，要着力稳定就业岗位，通
过保市场主体来稳住就业基本盘。着
力抓好重点群体，针对失业人员、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实施分类
精准帮扶，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
务。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支持发展劳
动密集型产业，支持中小微企业，支持
劳动者创业，完善灵活就业劳动保障
制度，进一步扩大就业空间。

此外，要着力加强职业培训，深入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提高培训针
对性和实效性。着力强化兜底帮扶，
重点对城市困难人员、农村低收入人
口进行就业帮扶，保障失业人员基本
生活，兜牢民生底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
示，去年年底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在90%以上，农民工总量恢复至上年
的98.2%。贫困劳动力务工规模达到
3243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0%。

近期，针对疫情防控形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
展了“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
项行动，鼓励引导农民工等务工人
员留在就业地过年，大数据显示，
有8700多万外出农民工在就业地
过年，比上年增加近4000万人。

据介绍，我国技能劳动者已
超过2亿人，占就业总量的比例从
前几年的20%提高到26%，其中高
技能人才超过5000万人，占技能
人才总量的比例达到28%，预计
年底前这个比例还会有一定程
度提高。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将在增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的质效上、在职业技能竞赛上、在开
发新职业上下功夫。要以优质高效
为目标，合理延长培训时长，合理确
定提高培训补贴标准，全面
实施实名制管理，
着力增强培训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如何看待2021年我国就业形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回应热点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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