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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6088.htm “农民工就业问题”背景： 目

前我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1.3亿人。2008年末以来

，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部分城市、特别

是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经营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对农民工就

业造成影响，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农民工是我

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

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化建

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工作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

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农民

工就业面临的问题： 一、农民工的就业信息不对称。由于规

范的农民工劳动力的市场中介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民工主要

是从亲朋好友、熟人关系那里获得就业信息，信息来源有限

，有些甚至是误导。农民工就业信息的取得主要是以熟人群

体为基础的，政府组织的作用发挥得不充分。由于政府行为

的缺位，加之没有形成市场化的就业中介体系，这种以“投

亲靠友”为主要特征的就业渠道，使农民工择业缺少确定性

，随之不断地更换工作，在不同工作间、单位间、行业间、

城市间频繁流动。由此带来的是：农民工在单位内的身份是

临时工，没有医疗、住房等福利待遇，工龄也不被累计，难

以享受连续性的社会保障政策；习惯于短期行为而不断“跳

槽”，心理上没有归属感，使农民工难以建立一个较长的人

生预期，形成不了工作经验、职业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累积，

走出不了城市中的底层环境。 二、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和工种



受到限制。一些城市对农民工进行总量控制，职业、工种限

制、先城后乡控制等。有的城市规定用工单位招用外劳力，

必须先公开招聘本市的劳动力，招聘不足，经有关部门批准

备案方可招用外劳力。有的城市将行业工种分为可使用、控

制使用、禁止使用外来劳力三类进行管理。由于就业歧视的

存在，农民工群体应有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成为城市的边缘

人。 三、农民工就业技能障碍突出。除了外力限制，农民工

就业最大的障碍来源于自身的缺乏技能。据有关统计资料显

示，我国目前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人，其中初级工所占比例

为60%，中级工比例为35%，高级工比例仅为5%；而在西方

国家中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通常要超过35%，中级工

占50%左右，初级技工占15%。实际上，大多数初次出门的农

民工都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干力气活，初级工也是城市居民

多。农民工职业技能缺乏的主要原因，除了输出地职业教育

跟不上、用工单位不重视工人培训之外，与外出劳动力文化

素质不高也有很大关系。 “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 一、

强化就业服务，让农民工就业有门路，求职有信息。针对农

民工节前返乡时间提前的情况，一方面，要求各地加强信息

搜集和发布工作，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搭建劳务对接平台

，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各地要大力开发本地岗位，促进返

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二、开展大规模的农民工职业培训

，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储备技术人才。针对金融危机对企

业用工需求带来冲击的影响，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组

织因失去工作返乡的农民工和尚在城镇继续找工作的农民工

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并按规定给予相应补贴。 三、落

实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稳定在岗农民工就业岗位，促进就



业形势稳定。针对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情况，允许

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缓缴社会保险费、允许阶段性降低四

项社会保险费率、允许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帮助困难企业稳定

就业岗位等等，鼓励困难企业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实现保

就业、保增长、保稳定。 四、制定落实扶持政策，鼓励农民

工返乡创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将返乡农民工纳入创业

政策扶持范围，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

询等方面提供支持；对有资金技术和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

，组织开展创业培训，提供各种创业服务。 五、清理整顿人

力资源市场，保障农民工求职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以职业

中介领域内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取缔“黑中介”和加强对

职业中介的监管，规范用人单位招工行为，为广大劳动者特

别是农民工创造公平有序的就业环境。 六、切实保障返乡农

民工土地承包权益。农民工是流动在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

耕地仍然是他们的基本保障。违法流转的农民工承包地，农

民工要求退还的要坚决退还；因长期占用不能退还的，要负

责安排返乡农民工就业。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

和服务，农村土地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

方式侵占返乡农民工的土地流转收益。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纠

纷调解仲裁工作，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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