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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让“雨人”高质量就业，还缺啥？

著名电影《雨人》讲述了一位孤独症患者的故事，主人公虽然不
擅社交但在计算方面天赋异禀，很多人正因为这部电影认识了孤独
症。但事实上，即使是同一段光谱，光谱的两端也差异极大，这是对
孤独症谱系障碍群体最好的形容，所谓“雨人”就是其中一端。

自1982年中国确诊首例孤独症开始，越来越多患者从学校毕业进
入成年阶段，就业成为他们目前最需要面对的问题。“雨人”所属的高功
能孤独症，是所有孤独症患者中最有可能融入社会、自食其力的群体，
能够用自身能力争取到就业机会。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大部分高功
能孤独症患者的求职之路漫长艰辛，入职后的磨合并不顺利。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不久前上海慈善周期间，一场聚焦大龄
孤独症群体就业难的慈善论坛在玉佛禅寺举办，记者采访了多位专
家、公益人士、孤独症患者家长，对高功能孤独症人群的就业现状展
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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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能孤独症人士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是因为能胜任而非被同情

被无形指令束缚的人生

圆桌论坛上的另一位嘉宾伍红，她的女

儿伍晨也是一位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伍

晨在大学期间就读于广告学专业，拥有极高

的绘画天赋，曾在多家企业实习，但结果都

不太理想。

“最大的问题还是人际交往，以及孤独

症患者的思维习惯。”伍红说，例如在职场免

不了与客户沟通，女儿在实习的第一份正式

商业广告设计中，因为不知道如何与客户主

动沟通，了解对方需求，陷入手足无措强烈

自责的境况，最后导致情绪崩溃，不得不结

束第一次工作尝试。“这就是孤独症患者的

另一个特点，难以接受突如其来的变化。”

之后伍晨又有几次工作尝试，但都遇到与

第一次实习相似的情况。在人际交往中，她无

法有效处理与他人的沟通。在伍晨的世界里，

仿佛有一套无形的规则和指令束缚着她；对于

工作，她必须沿着一条一条明确且清晰的步骤

进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大量多次的交往

与反馈，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是一个正常沟通的

过程，而伍晨无法处理这些复杂过载的信息，

最终这些工作都没能坚持下去。

在失败的就业经历后，伍晨有很长一段时

间没有再去工作，直到得知德国摩比公司旗下

“摩比公益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她顺利通过招

聘，成为咖啡店里的一名员工。如今她已工作

3年，能够实现这一了不起成果的原因是，企业

为了她的入职，给整个公司员工进行了培训。

“这家企业的过人之处，不仅是有爱心，

更是了解心智障碍员工的特点，尽量为他们

去营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伍红说，通过

“中德融创工场”，该公司对其他员工开展融

合性就业培训，让他们学习如何与心智障碍

同事相处，同时也为伍晨安排了舒缓的工作

内容，让她不必面对过于复杂的人际交往。

“‘来自星星的孩子’是社会对于孤独症

患者的称谓，但我女儿其实不太喜欢，她觉

得被标签化。”伍红说，实际上这个群体非常

复杂多样且不被社会了解，他们中有很多人

智力出众且有着深刻思想，人生发展艰难完

全是被社交障碍拖累，而非个人能力不济。

如何解决这些症状较为轻微的大龄孤

独症患者的就业问题，在求职和就业过程

中，需要家长、看护机构、学校、企业与政府

各部门之间相互协作。伍红表示，分享女儿

的求职经历，也是希望能够对有类似症状的

群体提供参考经验，让更多人关注了解到这

些群体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

发稿前记者获悉，通过牵线搭桥，天天

也进入“摩比公益咖啡馆”实习，有望和伍晨

成为同事，努力实现自我价值。

孤独症患者就业需要“转接器”

“在所有心智障碍患者中，孤独症就业

最难。”闵行区吴泾慧灵社区助残服务中心

理事长陈戎东多年从事孤独症患者照护、康

复、就业。他告诉记者，中国成年孤独症人

士的就业率不到10%，实际数字可能比10%

更低，“原因在于孤独症患者的社交能力弱，

遇到某些情况还会有情绪问题，因此建设支

持他们就业的职场无障碍体系尤为重要，这

也是目前比较缺乏的”。

陈戎东介绍，孤独症患者大致分几个类

型：重度患者生活不能自理，很难与他人交

流，心智难以支持就业，他们需要的是照护

和康复；中高功能孤独症患者，可以从事一

些简单的劳动，例如庇护性福利工作；最高

功能的孤独症患者如阿斯伯格综合征，他们

除了沟通社交能力，几乎和健康人无异，甚

至在某些领域还有着过人的天赋。“如果这

一群体的社会价值也无法得到发掘，仍成为

被终身照护的对象，那么开展多年的孤独症

患者教育以及职业培训就很难体现成果。”

陈戎东了解到，一些外企会专门聘用一

些孤独症患者，从事一些定制岗位。“他们中

的一些人，逻辑能力极强，对细节的观察也

非常敏锐；还有一些人对艺术有着极高的天

赋，在创意岗位上经常能够提出与众不同的

观点，肯定有适合他们的工作，甚至有希望

成为行业翘楚，但问题是怎么能够把需求和

资源匹配起来。”

陈戎东设想，建立一个孤独症人士人才

库，方便他们与有招募意愿的企业对接，让

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高

质量就业。“所谓高质量就业，就是得到这份

工作，是因为他们能够胜任，甚至比健全同

事做得更好，并非因为孤独症患者的身份被

同情和庇护。”

除了对接资源，大龄孤独症就业还有一

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需要有“就业辅导

员”的帮助。陈戎东表示，每一个高功能孤

独症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需要专人为其量

身定制工作方案，帮助他们开展社会化训练

以适应职场，同时也对企业进行培训，告诉

他们如何与心智障碍人士相处，为他们提供

另一种“无障碍协助”。“从本质上说，这种协

助就和盲道、坡道是一样的，只要支持充分

合理，孤独症人士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陈

戎东说，推动孤独症群体高质量就业，最好

是先从病情最轻的高功能群体做起，先为最

适合就业的少数人群服务，积累经验后再逐

步向其他群体覆盖。

2023年4月发布的《2022年度儿童发展

障碍康复行业蓝皮书》指出，孤独症谱系障

碍人群超过1000万人，面对这样广大群体的

就业问题，心智障碍就业辅导员的数量显得

尤为不足，这个职业要求从业人员有“心理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背景，并能在实际

就业辅导过程中，了解每一位心智障碍者的

具体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就业建议。

“如果孤独症患者和企业好比是电源和

插座，那么我们就要成为转接器，一头对接

企业，一头对接个人，一人一策让双方得以

匹配。”陈戎东说，这虽然很难，但很有意义，

不仅体现社会文明与温度，更是实实在在为

国家减轻压力，挖掘这一群体潜在的智力资

源，让心智障碍者实现高质量就业，从被照

护者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贡献者。

（本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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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伯格综合征
患者伍晨的手绘作品

▲ 由心智障碍员工
手绘设计的季节性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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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无奈的妥协

孤独症谱系障碍通称孤独症，同属于孤

独症下的患者，个体差异呈现千差万别。病

情较重的患者生活不能自理，而症状较轻的

患者，例如被称为“天才病”的阿斯伯格综合

征人群，就不存在智力缺陷，语言功能正常，

其特点是社交互动方面存在明显困难，存在

特定兴趣领域或重复相关行为。在干预治疗

后，能够与大多数人一样学习、生活和就业，

他们就是现实中的“雨人”。

上海爱好儿童康复培训中心院长杨晓

燕作为圆桌交流嘉宾，在长三角慈善一体化

公益论坛上分享了一位学员的故事。他的

名字叫天天，正是一位阿斯伯格综合征患

者。天天的智力没有任何问题，学习能力甚

至比许多人还要高，一路以“学霸”身份考入

一所政法大学的金融专业。杨晓燕一直觉

得，他是最有希望实现高质量“竞争性”就业

的孤独症孩子。但不久前，正在念大四的天

天找到杨晓燕，希望能得到一个实习岗位，

因为他沮丧地发现自己很难获得一份非庇

护性质的工作。

天天的问题在于欠缺社交能力，难以与

他人沟通，他的一些刻板行为或者表达方式，

容易让他人产生误解，这也是几乎所有孤独

症患者的共同特点。天天自己也明白怎么回

事，但苦于无力改变，有时他表达善意友好的

方式，在别人的眼中就成了冒犯，如果不是在

特别熟悉且包容他的环境中，他很难正常开

展工作、社交。

屡次碰壁后，天天的妈妈只能为他办理

了残疾证，天天也回到了熟悉的爱好儿童康

复培训中心，他曾是这里的学员和志愿者助

教。入职爱好，固然能得到一份工作，但也意

味着天天过去十多年的努力与规划近乎白费

了，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实现就业，对他

而言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