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储降息掣肘中国加息空间。但实际上，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总会面临内部失

衡或外部失衡问题，对于一个发展中

国家来说，经济周期不可
u

能和美日等发

达国家同步。货币政策应“以内为主”

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内部经

济与外部经济的同时均衡固然重要，

但是市场均衡毕竟是相对的，不均衡

是绝对的，在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同

时均衡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内部平衡

无疑应该得到优先考虑。其次，国际

热钱入境主要是瞄准中国低利率下的

资产价格膨胀，而非无风险刊差套利。

再次，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开

放也可能会缓解这一冲击，Q F II（合格

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进程加快和Q D II

（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试点范围扩

大，国际资本可以更自由地流动，从而

改变过去外资“只进不出”或“宽进严

出”的局面，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成立

也有可能抵消部分人民币升值压力。

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依据国内经济

发展状况来定，这对于保持国内经济

的长期健康成长已越来越重要。

（作者单位 ：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

测部） 责任编辑  周多多

经济纵横

实施积极就业政策

  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
李春晖

2007 年，我 国 就 业再就 业 工作

继续保持良好态势，进度与任务比较

协调，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据各地劳

动保障部门快报，1-12 月份，全国累

计共实现城镇新 增就业人员1204万

人，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34% ，是

实施积极就业 政 策以来历史最好水

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515万

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3% ；就业

困难人员再就业人数 153万人，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的 153% ；全国 99.9%

的零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

四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 ，

比去年同期下降 0.1个百分点，保持了

就业局势的基本稳定，为社会的和谐

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将就业工作摆到经济社会更加

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扩大就业与经济

发展的良性互动，不断扩大就业规模。

经济发展是拉动就业的火车头，扩大就

业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但是，不

同的经济结构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不

同的。只有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才能真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07

年以来，国家把扩大就业作为制定经

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因素，在保持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合

理调整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确立并实

施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

模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就

业工作目标责任制，充分发挥政策促

进就业的效应，提高了对就业的拉动

能力。一是注重加大对有利于扩大就

业的产业发展的投入，在新建项目立

项的同时，充分考虑创造就业岗位数

量，以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长，实现了

就业增长和经济发展双赢。二是制定

并实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

服务业的政策措施，增加了大量的就业

岗位。三是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进一

步拓宽了就业空间。鼓励劳动者自谋

职业和创业、鼓励灵活就业、鼓励企业

吸纳就业。四是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

改进就业服务和强化职业培训，努力

拓宽就业空间。同时，增加并提前分配

下拨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建立实施

“以奖代补”新机制，为各地落实政策、

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2007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同比增长

11.5% ，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的良好势

头，而且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就业弹

性不断提高，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

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二、建立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

的公 共就业服务体系，有针对性地组

织实施专项服务行动，完善公共就业

服务。就业服务是帮助劳动者实现就

业的有效手段，2007年以来，全面推

进“以人为本”的就业服务，逐步完善

覆盖城乡劳动者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建立健全县乡公 共就业服务网络，政

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得

到强化。一是为劳动者免费提供政策

咨询、供求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等就业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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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强基层就业援助服务工作，采取

各种有效措施，完善对困难地区、困难

行业和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制度，对

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

助。三是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规范劳

动力市场秩序，支持并规划发展各类

专业性职业中介机构、职业咨询指导、

就业信息服务等社会化服务组织，促

进劳动者公平就业。四是有针对性地

组织开展专项就业服务活动。如元旦、

春节期间，在全国组织实施上门送政

策、入户送岗位、按需送服务、贴心送

补贴等为主要内容的“再就业援助月”

活动；于春节后农民工外出求职高峰

期间，在全国组织开展以“进城求职，

帮您解难”为主题的春风行动，为进城

务工农村劳动者提供“就业服务、技能

培训、权益维护”三位一体的就业服

务；于5月下旬民营企业用人旺季，举

办“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于 9月初

高校毕业生集中就业之时，组织实施高

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等等，取得了

较好效果。
三、加强职业培训，大力推进技

能劳动者培养，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

加强职业培训，是提高劳动技能素质，

增强其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的重要基

础；而加快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的技能劳动者，更是缓解我国当前

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有效途径。2007年

以来，各地进一步全面推进职业培训

工作，加大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工作

力度，继续组织实施“新技师培养带动

计划”，全年新培养 32.1万名技师和高

级技师、142.9万名高级技工，并带动

中级、初级技能劳动者队伍梯次发展；
实施“能力促创业计划”，全年培训超

过60万人，并对有创业愿望和具有一

定创业条件的人员提供指导、资金等

服务；实施“下岗失业人员技能再就业

计划”，全年培训下岗失业人员超过

600万人，培训合格率达90% 以上，再

就业率达到 60% 以上；实施“农村劳

动力技能就业计划”，培训进城务工的

农村劳动者 800余万，促使其掌握职

业技能后顺利实现转移就业。

四、稳步推进城乡统筹就业，维护

进城就业农村劳动者合法权益。我国

是个农业大国，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始

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做好

就业再就业工作必须统筹兼顾，全面

推进。各级党委、政府牢固树立起城乡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统筹做好

城乡劳动力就业工作。一是通过大力

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拓展

农村的就业领域，实现农村劳动力就

地转移。二是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就

业环境，实行政府搭台、市场推动、信

息引导、规范服务，加强输出地与输入

地、用人单位与培训机构的协调配合，

大力发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开展农村

劳动力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跨

地区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有效配置。
三是组织开展部分城市春运期间企业

用工信息调查并及时发布，引导进城求

职农民按需有序流动就业。四是切实

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着重解决好拖

欠克扣工资、劳动环境差、职业病和

工伤事故频发等突出问题。五是鼓励

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城乡就

业一体化管理的政策制度和工作机制，

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

动者平等就业制度。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

认识到，当前就业矛盾和压力没有根

本缓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工作任

务仍将相当繁重。党的十七大将实现

社会就业更加充分作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确立实施扩大就业的

发展战略，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八

项措施，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就业再就

业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2008年1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 就业促进法》，确立

了就业工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突出位置，强化了政府的法定职责，并

将积极就业政策法制化，为解决好我

国的就业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这两件大事，对我国就业再就业工作具

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将指引我们为

做好新时期的就业工作奋发进取，勇

往直前，争取更大的成就。

2008年，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任

务为：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000万，下

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500万，其中就业困

难对象再就业10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 4.5% 以内。与上年相比，城镇

新增就业指标数增加了100万人，城镇

登记失业率指标降低了一个百分点，这

一增一减，加大了就业工作的难度。同

时，还要实现转移农业劳动力 900万

人，创业培训 40万人，再就业培训 400

万人，新增技师和高级技师 40万人。

为完成这一目标任务，要以落实

十七大精神和实施《 就业促进法》为主

线，进一步完善并落实积极就业政策，

全力推动创业促就业，着力完善面向所

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

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推动城

乡统筹就业和素质就业工作取得新进

展，全面做好培训就业各项工作。

（作者单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培训就业司） 责任编辑  戴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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