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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5_AC_c26_585140.htm “就业再就业工作”背景：

2006年，是近年来就业再就业工作成绩最好的一年。党中央

、国务院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全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8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132%，这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以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首

次突破10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5万人，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101%；“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47万人，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47%。2006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

，低于年初提出的控制目标0.5个百分点。 就业是民生之本、

安国之策，也是社会和谐之基。就业问题解决不好，不仅难

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坚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

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实施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税收

和金融政策。今年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实施扩大就业

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 “就业再就业工作”面

临的问题： 一、下岗失业和企业关闭破产人员的就业问题依

然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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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规模加大，就业服务急待加强。2007年全国劳动力供



给增量中，约六成是农村新增劳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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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校毕业生依然面

临结构性就业难题。2007年高校毕业生达495万人，比上年净

增82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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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 一、坚持把扩

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实施有利于促进就业

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

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

制的中小企业，不断增加就业岗位。 二、全面落实就业再就

业各项扶持政策。重点做好下岗失业和企业关闭破产人员再

就业工作，积极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进

一步完善再就业援助制度，大力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活动

。今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继续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再就业补

助资金，各地方和有关部门要切实管好用好这笔资金。 三、



认真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

服务，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就业、到基层就业和自主创业。做

好离校毕业生的失业登记工作，对暂时没有就业、生活困难

、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要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给

予必要的生活救助。 四、认真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工作。建立健全县乡公共就业服务网络，为农民转移就业提

供服务。推进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

力市场。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提高

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

业教育，支持各类职业技术院校扩大农村招生规模，鼓励农

村初、高中毕业生接受正规职业技术教育。 五、建立健全制

度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完善覆盖城乡

劳动者的就业管理服务组织体系，支持并规范发展各类专业

性的社会化就业服务组织。 六、加强失业调控。建立失业预

警机制、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规范企业裁员行为

，建立规模裁员报告制度。 七、大力发展职业技能培训。重

点加强对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多种形式的职业技

能培训，加强对高校毕业生的见习培训，提高就业质量。实

施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 八、维

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落实三年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

的目标，探索解决工资拖欠问题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最

低工资标准的正常调整机制，落实好最低工资制度和小时最

低工资标准。抓住《劳动合同法》出台的有利契机，加快推

进劳动合同制度三年行动计划，务求在劳动合同签订率特别

是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同时

，继续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大力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



商。改革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探索建立注重预防和调解、突

出仲裁优势作用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更多信息请访问：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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