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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就业歧视、促进公平就业（以艾滋病为例）： 

关于乌干达坎帕拉五家中资企业的个案研究 

（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和实施，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

走出海外投资、贸易，并将技术带到海外。非洲国家，作为“一

带一路”倡议的优先国家，是很多中资企业开展商业活动的东道

主国家。乌干达属于与我国签订“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协议的国

家之一。本次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际劳工组织中国

和蒙古局共同选择在乌干达开展一项关于中资企业劳动者公平

就业的研究。 

本研究将艾滋病感染者公平就业作为一个重点领域，以其

为例构建长期策略，解决基于其他理由的歧视问题，如健康、性

别或年龄等。这是因为消除艾滋病歧视是非洲国家的优先关注。

另外，艾滋病歧视也是政府、工人和雇主组织在全球层面广泛关

注的议题。2010 年，国际劳工组织还专门通过了《关于艾滋病

与劳动世界的建议书》（第 200 号）。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共有超过 500 家中资

企业在乌干达注册登记，开展商业活动。鉴于乌干达建筑业和制

造业占工业产值的 78.0%。因此，本研究根据企业性质和行业两

个因素，选取了三家国有建筑行业企业以及两家私营制造业企

业开展研究。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两种方法。一方面，选取 500 名

中方和乌方劳动者开展问卷调查，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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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 42 名中方和乌方劳动者开展深度访谈，与每家企业管理

层开展座谈，并与其他相关部门，如乌干达劳动部门、雇主和工

人组织、当地非政府机构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进行讨论。 

研究表明中资企业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

业机会，提升了当地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中资企业普遍受当地人

的欢迎。然而，由于语言、文化、法律制度和环境等方面的差异，

中资企业在工作场所以及社区方面的沟通交流面临挑战。中资

企业在解决劳动争议，尤其是艾滋病相关的敏感问题上遇到困

难。中资企业管理层很少参与当地合作伙伴组织的活动，如政府

部门或是雇主组织。此外，尽管成立了中资企业商会，但会员企

业之间的信息和经验分享交流比较有限。 

研究发现，所有的中资企业都采取了改善工作场所沟通的

措施。有的企业建立了职工诉求表达机制或是提供语言培训，有

的组织社会活动，如邀请当地劳动者的家属参加聚会或是建立

“what’s up”群，以更好地了解当地劳动者。 

研究还表明五家企业的管理层缺乏解决与艾滋病相关的劳

动争议纠纷的能力，并且很少有企业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这一挑

战。许多中国劳动者和管理层表现了对感染艾滋病的恐惧，对艾

滋病传播的误解。有的企业制定了工作场所艾滋病政策，但政策

不实际，在工作场所得不到系统或充分执行。 

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资企业在工作场所实施艾滋病自愿

咨询和检测。然而，对于个别岗位，如厨房帮工，在雇佣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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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要求进行艾滋病强制性检测。 

对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建议如下：一是编写国

别指导手册，为中资企业提供包括乌干达在内的“一带一路”国

家就业和劳工相关的指导和信息，每年定期更新。劳动争议的预

防和化解（以艾滋病为例）应该是手册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推

动在中国驻乌干达和其他国家大使馆设立劳动参赞职位，负责

协调中资企业和劳动者的劳动问题，并提供支持。 

对于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的建议如下：一是建

立“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公平就业商业联盟。联盟的作用旨在促

进国内和海外的中国企业之间的信息和经验交流。海外的中资

企业总结出来的减少艾滋病就业歧视的最佳做法和实践可以与

国内的中国企业分享。联盟的工作应该有助于减少国内企业的

就业歧视。二是与乌干达中资企业商会合作，鼓励中资企业参与

当地雇主组织，尤其是行业性的雇主组织。三是加强与本次研究

中三家国有企业总部的合作，帮助解决国际劳工标准相关的就

业和劳动问题，如《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和

《关于艾滋病与劳动世界的建议书》（第 200 号）。相关的建议

可以包括艾滋病工作场所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将艾滋病相关的

劳动问题纳入员工行前培训，将艾滋病相关议题纳入企业能力

建设计划，提升企业管理层的集体谈判技能等内容。 

针对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如下：一是促进关于国际劳工标

准，包括《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和《关于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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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与劳动世界的建议书》（第 200 号）在公平就业方面最佳实

践的分享。二是进一步制定工作场所公平就业指南（中英文版）。

三是将现有的乌干达艾滋病项目计划扩展到参与本研究的五家

企业，并为中资企业制定企业层面的工作场所战略提供支持。四

是加强工作场所艾滋病项目的监测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