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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部分自闭症患者成年后，面临着无学可上、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尴尬局面。近年来，我国

一些地区开展了自闭症患者就业帮扶的创新实践。本文以一些典型个案为例，探讨自闭症患者就业的

典型模式，对比各种模式的优点和缺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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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autistic adults face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no school, no job and nowhere to go. In recent 

years, some areas in China have carried out innovative practice of employment assistance for autistic patients. Taking 

some typical cases as exampl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ypical employment modes of autistic patients,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mod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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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就业是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对于

残疾人来说，就业不仅是获取经济收入的

方式之一，也是他们参与社会生活、与他

人沟通交往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自闭

症患者来说，相关研究表明，更多的参与

社会生活对于他们的康复具有积极意

义。大龄自闭症患者的就业是一个令人棘

手又无奈的话题，2014年出版的《中国孤

独症家庭需求蓝皮书》显示，中国成年自

闭症人士的就业率不到10%。《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完善

残疾人就业支持体系，加强残疾人劳动权

益保障”的发展目标，从国家层面肯定了

残疾人就业支持体系的重要作用，体现了

对残疾人劳动权益的高度重视。 

1 核心概念界定 

1.1自闭症。孤独症（autism）又被

称为自闭症或孤独性障碍（autistic 

disorder）等，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

表性疾病。主要症状表现是不同程度的

社会交往和交流障碍、兴趣狭隘、重复

刻板行为，以及感知觉异常，属于神经

发育障碍。1943年，美国医生Kanner

报道了11例患者，并将这种疾病命名为

“早期婴儿孤独症”（early infantile 

autism）。2006年，我国第二次全国残疾

人抽样调查残疾标准中将儿童孤独症纳

入精神残疾范畴，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0～6岁精神残疾患病率为1‰，其中

孤独症占36.9%。2016年，美国国家卫生

统计中心发布报告称，3～17岁儿童自闭

症发病率攀升至1/45。保守估计中国孤

独症发病率达0.7%～1.0%，全国约有超

1400万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 

1.2就业支持政策。支持性就业是针

对残障者的辅助性就业模式，将残障者

安置在一般的就业环境中，与普通同事

一起工作，在完成常态工作中保障质量

和要求，并在工作中给予残障者持续就

业支持的就业方式。 

就业支持政策是政府为帮助和促进

就业而制定的相关制度措施，主要包括

给予用人单位税收优惠，兴办福利企业，

开放公益性岗位，提供就业信息、就业保

护、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等。自闭

症患者的就业支持政策还应该包括为了

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岗位工作和社会生

活而提供的辅助性支持，如陪同他们熟悉

上下班路程，熟悉工作流程，处理与同事、

顾客之间的关系，在能力不足时进行再培

训等。许家成等人通过国内外相关研究和

实践，将残障者的就业方式分为竞争性就

业、庇护性就业、支持性就业三种。就业

支持服务应该包括：开拓工作机会、工作

与环境分析、个案与就业匹配、职业集中

训练、就业现场支持等六大环节。 

1.3自闭症患者就业的经济社会效

益。从自闭症患者层面看，就业无论对

个人还是家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社

会层面看，促进自闭症患者就业，其社

会收益远远大于其经济效益。保障残疾

人的就业权利，使他们能够公平地参与

社会生活，是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

的重要衡量指标。 

第一，从自闭症患者经济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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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可以增加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减轻经

济压力。第二，从自闭症患者康复来看，

就业可以增加自闭症患者与他人和社会

交流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康复的社会资

源，对其身心健康、自我认同和社会化都

有一定的益处。第三，从家庭投入角度来

看，自闭症患者就业不仅可以增加一部分

家庭收入，同时还可以减少家庭成员的照

料压力，家庭成员可以投入工作或获得休

息，减轻家庭照料的经济和心理压力。第

四，从社会投入来看，自闭症患者就业能

够增加他们社会交流的机会，减少他们对

机构康复的依赖程度，节约社会资源。 

2 我国自闭症患者就业的典型

模式 

2.1企业运营模式。企业运营模式一

般由自闭症患者、家长、爱心人士联合

或独立创办企业进入市场化运营，自闭

症患者受聘其中的就业模式。这一模式

的特点是灵活、高效，但市场风险抵抗

能力差。近年来，各地出现了一些家长

或爱心人士创办企业的实践活动，如武

汉三个自闭症青年的妈妈创办的“星妈

私厨”、广西南宁爱心商人创办的“中国

最孤独的洗车场”等，都曾受到社会的

广泛关注。但是，由于场地租金成本过

高、盈利模式单一等多重问题，这些企

业绝大部分都运营困难。“星妈私厨”长

期处于亏损状态，广西的那家洗车场最

终于2019年被拆除。一些社会组织关注

到安置自闭症患者就业的企业遇到的运

营困难等问题，也在积极尝试通过资源

共享、互助、网络化等方式为企业赋能。

如恩启发布了“绿洲计划”，面向全国征

集为大龄自闭症患者提供就业与安置的

组织机构，建立就业安置服务网络，打

造交流和互助平台。 

2.2公办民营模式。公办民营模式是

由政府出资创办，由自闭症患者管理运

营的就业模式。如2019年在上海成立的

“梦工坊”咖啡吧，接纳9名唐氏综合征

和自闭症青年就业，由街道提供场地和

装修，咖啡吧成员“拎包营业”。2021

年，第二家“梦工坊”咖啡吧开业，员

工扩大到18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

梦工坊服务中心作为主办方，尝试过洗

车店、超市、面馆等多种经营形式。 

2.3社会组织聘用模式。社会组织聘

用模式一般是由社会组织提供岗位，聘

用自闭症患者就业。如五彩鹿自闭症康

复中心、大米和小米等自闭症康复社会

组织，聘用在本机构康复的自闭症青年

就业。这一模式的优点是社会组织对自

闭症患者的情况比较了解，可以提供多

样化的支持服务。自闭症患者对机构情

况也比较了解，有利于其适应工作环境。

但是由于社会组织聘用的数量不多、待

遇不高，这种模式难以成为自闭症患者

就业的主要渠道。 

3 相关对策建议 

我国成年自闭症患者的康复治疗和

社会融入机制存在断层，大多数大龄自闭

症患者面临着“无处可去，无事可干，无

工可做”的尴尬局面，针对他们的社会适

应、就业支持、养老托育等方面的支持政

策和服务仍需完善和提高。一项面对自闭

症儿童家长的问卷调查显示，93.1%的家

长表示希望孩子得到职业培训和支持性

就业。以“生命全程”视角为自闭症群体

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和保障体系亟待

建立。因此，必须建立全过程、全方位、

针对性强的制度性保障措施和支持体系，

保障自闭症儿童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利。 

3.1强化政府责任，增加财政投入。

2015年，中国残联、国家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发展残疾

人辅助性就业的意见》要求：“到2017年

所有市辖区、到2020年所有县（市、旗）

应至少建有一所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

基本满足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智力、精神

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的就业需求。”因此，

建议加大辅助性就业机构的建设力度，

增加对场地、设施设备、管理运营等方

面的投入、引导、监管，鼓励各地因地

制宜，创新多种经营模式，确保辅助性

就业机构能够建起来、用起来、活起来。

同时，政府、事业单位、集体经济企业

应做好表率，确保公益性岗位落实落地。 

3.2激励企业参与，扩大就业渠道。

我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国家实行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

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并为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达

不到规定比例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

行保障残疾人就业义务。建议加大对安

排残疾人就业的组织单位的税收优惠力

度，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打消

对自闭症患者难以胜任相关岗位的顾

虑，面向这一群体开放更多岗位。 

3.3培育社会组织，购买支持服务。

自闭症患者平稳就业，并不能单纯依靠

个人和企业的力量，建议积极培育为自

闭症患者提供就业支持服务的社会组

织，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这些

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如能力评估、岗

位评估、就业介绍和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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