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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3 月，上海市推出“4050”工程，让大批下岗女
工走进家政行业，“上海阿姨”的群体形象开始深入人心。

海阿姨”年龄渐长，生活压力减

小，工作也力不从心，逐渐淡出

市场。与此同时，上海就业岗位

增多，选择变多，家政业人员结

构悄然改变。

本土的“上海阿姨”多为被

征地农民，以郊区为主，多做钟

点工；新“上海阿姨”来自云南、

甘肃、四川、安徽、江西等省，

她们往往随老公一起外出打工，

夫妻二人合力在上海打拼，以便

有足够的金钱供养留在当地的孩

子学习、生活。

以记者本人为例，夫妻双

方的工作非常繁忙且不规律，两

边的老人又都体弱年迈，所以从

2010 年就开始请阿姨，至今已

经超过 15 年。来上工的阿姨们

的年龄大多在 45 至 65 岁之间，

有住家的，也有钟点工，阿姨

们大多有丰富的从业经历，时

不时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家政培

训，在待人接物和家务处理上

都显得相当得体。我们和阿姨

之间建立了良好的默契，阿姨

某种程度上就像家里的一分子。

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刻，阿

姨要新买一辆电瓶车，特别考

虑要带后座的，她说这样方便

帮我接孩子放学。

眼下这位钟点工李阿姨已经

在我家工作超过了 5 年，目前还

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老年护理的

培训。她说自己要去拿养老评估

师、养老照护内训师的技能证书。

明显感觉到，这位年近 60 的湖

北阿姨充满干劲，在家政领域内

显得非常抢手。

“我以前觉得做家务谁不会

啊？”李阿姨说，可是到了雇主

家才发现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从

智能电器怎么用，到实木地板怎

么擦，从幼儿营养餐如何搭配，

到老人褥疮怎样护理，桩桩件件

都离不开专业技能，并非只靠日

常生活经验就能应对。

“不会就学！”工作之余，

李阿姨积极参加人社部门和行

业协会组织的家政技能培训，

数年间把家政相关的证书拿了个

七七八八。像李阿姨这样的来沪

务工人员并不少见，她们生活积

极，对自己的职业技能有追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阿姨虽

然不是上海人，却已经深深地融

入上海日常人家的生活。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近十

年来，上海阿姨群体呈现出多

元化、高端化的发展趋势。随

着上海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市

场对高端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

日益增长。1995 年，上海首批

35 名经培训的涉外保姆上岗，

她们大多是下岗女职工，最大

的挑战是克服“从工人到佣人”

的心理障碍。

经过几十年发展，涉外保

姆队伍从以本地下岗女职工为

主，变为苏浙皖保姆大量涌入，

再到如今中西部地区妇女加入。

她们大多在 35 岁到 50 岁，也

有高学历年轻人入行，“英式

管家”“双语保姆”等新职业

应运而生，一些具备外语能力、

国际视野和高端家政技能的阿

姨成为市场宠儿，她们的服务

对象往往是外籍人士或高收入

家庭。阿姨们不再只是家务的

执行者，而成为了家庭生活品

质的设计师和管理者。这种观

念的转变，标志着上海阿姨群

体已经完成了从传统服务者到

现代专业人才的蜕变。

可以预见，在人口老龄化

加剧、二孩政策实施和双职工家

庭增多的今天，家政服务的社会

需求只会更加旺盛，未来的上海

阿姨可能会更多地承担起情感陪

伴、个性化服务和特殊人群照护

等机器无法替代的工作。

当我们在清晨的小区里听到

那声熟悉的“阿姨”呼唤时，我

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称呼，更是

一段城市记忆，一种生活温度，

一份生命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