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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考前突破金卷(十六)答案 1．【答案要点】 就在大众对高校

就业难投以热切关注的同时，下岗职工再就业、农民工就业

的问题也日益凸显：1000万2003年城镇新增劳动力；600多万

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近800万登记失业人员，城镇需要

安排就业的劳动力总量达2400万人。今后几年劳动力市场都

将供大于求。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2．【答案要点】 第

一，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2002】19号文和教育部、

公安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教学【2002

】16号文。坚决取消各种对毕业生就业的限制，大力拓宽毕

业生的就业渠道。建议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切实落实企业的

用人自主权。 第二，高等学校要把毕业生工作作为一项战略

性和日常性工作来抓。要认真落实教育部教学【2002】18号

文，建立健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在经费投入、人员

及办公条件方面给予保证，并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就业指导

的水平。 第三，高校要深化教育改革，调整人才培养结构，

从深层次上解决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第四，建立高校毕业

生社会服务体系，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管理和监督。 第

五，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到农村和基层工作。 第六

，制定更为优惠的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临时就

业，进行灵活就业。 第七，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使毕

业生转变就业观念，使用人单位转变用人观念。 3．【参考

例文】 劳动力就业结构分析 2006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量达



到峰值，供给总量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较低，

劳动力需求难以大幅增长，劳动力总量仍然严重供过于求。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随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推进而日益突

出，增加了就业工作难度。 (一)劳动力供大于求压力进一步

加大。2006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

有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

，其中城镇新增劳动力约900万人，下岗人员460万人和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840万人，按政策需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农村劳动

力和退役军人约300万人。从需求情况看，如果经济增长和就

业弹性保持近年水平，今年可增加就业岗位800万个左右，加

上自然减员提供的就业岗位，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

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

加100万人。因此，如何应对今年的就业压力是一个严峻的考

验。 (二)困难地区、困难行业和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更为突

出。目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还有60多万人，集体企业下岗

职工约400万人，今后3年国企实施政策性破产还需安置360万

人，辅业改制约有300万职工需要分流安置。在已实现再就业

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一就业稳定性较差。资源枯竭型困难城

市和困难行业中，由于传统产业衰退，失业人员积累多，失

业周期拉长，再就业矛盾更为突出。面临就业困境的还有近

年迅速增加的失地失业农民，亟须纳入就业政策扶持范围。 (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加大，就业服务亟待加强。2006

年全国劳动力供给增量中，约有60％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其

中绝大部分需要到城镇寻找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环境和服务亟

待改善，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较多的中西部地区，服务设施



和设备短缺陈旧、教师和管理人员不足且素质较低等问题的

存在，严重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扩大和稳定。 (四)

高校毕业生依然面临结构性就业难题。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

。从地区分布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劳动力需求

相对旺盛，而西部地区需求不足。从学历层次看，就业困难

者主要集中在大专和高职毕业生，重点院校、热线专业供不

应求。多数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层次趋于下降，薪酬、福

利减少。非正规就业岗位比重增加，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高端服务业岗位不足。部分东部城市开始讨论人口控制政策

，有可能造成东部就业空间的紧缩。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导

向的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 (五)初高中毕业生

继续处于政策边缘化状态，退役军人就业问题比较突出

。2006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高中阶段毕业生继续增加

，总量达到480多万人。加上城镇还有200万左右的往届初高

中毕业生处于失业(受登记制度限制，多数未登记)或半失业

状态，就业矛盾不可忽视。他们普遍缺少职业技能，又难以

得到直接的政策扶持，与下岗人员相比，在就业竞争中处于

不利地位，需要引起更多关注。近年每年约有30多万退役军

人需要在城镇安置就业，今年军队缩减员额，数量将有所增

加。虽然安置人员总量并不很多，但是受社会就业形势严峻

和体制政策不完善影响，其就业安置工作面临较大困难。 (

六)产能过剩、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所引发的就业风险增加

。2006年，由投资过快增长、结构不合理引发的产能过剩以

及能源、纺织、房地产、汽车等行业供求关系的变动，都将

直接或间接对就业增长产生影响。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要求整顿甚至关闭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大量人员的分

流安置问题不容忽视。国际贸易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将更加显

著。2006年，是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取消后的第二年，我国

纺织业在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来自美欧等国以及一

部分发展中国家变相设限、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对国内就

业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加大。考试大独家资料：申论考前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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