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题 探讨

应 重视 解决
大龄就业困难对象的再就业问题

冯 政  张 莹

随着下岗职工协议期满出中心，以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

并轨工作的开展，大龄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日渐突出，亟需予

以特别关注，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一、大龄就业困难对象的基本情况

2002年 ，劳动保障部在长春、 锦州、 保定、 济南、 湘潭、 南昌、 兰州、

宝鸡 、 绵阳、 昆明 10 个城市对 10000名下岗职工和 5000名失业人员进行了

抽样调查。调查显示，年龄偏大、 下岗失业时间长、 收入较低的就业困难对

象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就业困难对象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受教育程度较之

平均水平更低。10城市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45岁以上年龄段的下岗职工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61.7% ，符合内退条件的占到63.1%。二是再就业

能力比普通群体弱。主要表现是：没有找过工作的比例高，45岁以上年龄段

的 下岗 职工中 ，没有找过工作的 占 33 .1% ，其中符合内 退条 件的人员占

36.5% ；再就业岗位不稳定，在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中，半数左右持续工作时间

低于半年，其中，45岁以上年龄段的下岗职工再就业时间低于3个月的占到

33.6% ，符合内退条件的人员占34.4% ；再就业信心不足，从主观因素看，45

岁以上年龄段的下岗职工再就业信心明显不足 ，对再就业缺乏信心的比例

（40% ）明显高于 35岁以下和 35岁至45岁年龄段人员（15 .3% 和 26 .5% ），其中

符合内退条件的人员这一比例为43.3% 。三是家庭负担比一般群体重。45岁

以上年龄段的下岗职工基本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从家庭人口数和子女数

比较均明显多于其他年龄段人员，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看，45岁以上年龄段

的 下岗职工月 人均收 入 低于 500元和 300元的 比例 也都是最 高的 ，分 别为

89 .4% 和 66.5% 。

概括地讲，对于45岁以上年龄段的下岗职工形象的比喻就是 “上有老、

下有小；退休尚早 、 再就业已老”。对于出中心、 再就业，他们的主要想法就

是靠企业、 靠政府，希望能一直靠到退休，进入 “保险箱”。在生产经营状况

正常的企业，他们的普遍想法是希望能办理内退，由企业养起来；在生产经

营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停产企业，他们则希望能够继续得到政府的保障，提

前退休最好。总体而言，这部分人员已成为下岗职工中再就业能力最差的群

体，他们很少有机会被企业招用，而自谋职业又缺乏条件。因此，要把他们

作为实施再就业援助的主要对象 ，采取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二、帮助困难对象再就业

的国外经验

实践经验看，长期失业、 家庭困

难、 年龄偏大群体的就业问题，也是

世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对此，不

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一）实施就业援助。瑞典的公共

职业介绍机构根据求职对象就业的难

易程度分四 个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

就业服务。通常 300天以后仍未实现

就业的（一般占登记失业人员的 25—
30%），被视为长期失业者，给予特殊

援助。一种办法是延长失业保险享受

时间，一种办法就是进行就业援助，

全力促进其再就业。就业援助计划主

要包括四个内容：一是培训计划。职

业指导员与失业人员一起确定应参加

的培训学校及所学课程。二是实习计

划。失业人员自己找到工作后，公共

职业机构将给予吸纳失业人员的企业

不超过半年的见习补贴。三是自主创

业补贴。就业困难对象实现创业后，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给予6个月的创业

补贴。四是工资补贴。长期失业人员

就业后工资过低的，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给予工资差额补助。
（二）提供公益性岗位。英国为长

期失业者提供临时性志愿服务和环保

工作，组织长期失业者参加为期6个

月的社区或老年人服务。参与者除继

续领取失业津贴外，还可再领取400

英镑的一次性补贴。以色列组织长期

失业者自愿参加开垦荒 地 、 植树造

林、 绿化城市和城镇基础建设工程等

生产自救性活动。德国对原东部地区

的大 批失业职工实行 “重新融入社

会”工程，在社区建立一 批安置性企

业，由政府补贴工资，并为失业职工

提供工作岗位和培训。
（三）给予就业补贴。西班牙对企

业雇用 45 岁以上长期失业者 、 低技

能失业青年或就业困难妇女的，每雇

1名减免其社会保险费的 50% ，同时

给予 40万或 50万比塞塔的一次性就

业补贴。以色列对自愿参加开垦荒地
等生产自救性活动的长期失业者，给

予每人每月相当于540美元的最低工

资，期限为6个月。法国对雇用特困

失业人员，并签订3个月以上劳动合

同、 累计期限两年的地方公共部门和

公益性事业单位，免除雇用单位应缴

社会保险费，并给每人补贴65% 的工

资。

三、促进大龄就业困难对

象再就业的政策措施

目前，在我国 “4050” 人员是就

业难度最大的一个群体，需要对他们

实行更加优惠的促进再就业政策。全

国再就业工作会后，中共中央、国务

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

了帮助大龄就业困难对象就业的政策

措施。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也加快了

政策研究步伐。国家计委、 经贸委、

财政部、 劳动保障部、 工商总局等11

个部门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

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若干问题的意

见》，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下发了《关

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资金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细化了安置困难

对象再就业的操作办法。概括地讲，

我国现行的促进困难对象再就业的政

策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就业困难对象。有劳动

能力和就业愿望且就业困难的下岗失

业人员中，男性年满 50 周岁 、 女性

年满 40 周岁以上的，经街道劳动保

障机构认定、 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

审核后 ，可确定为大龄就业困难对

象，享受国家促进就业困难对象再就

业的有关政策。街道、 社区对大龄就

业困难对象要列出名单，重点帮助。
（二）实施再就业援助。各级政府

要将就业困难对象作为再就业援助的

主要对象，提供即时岗位援助等多种

帮助。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根据

大龄就业困 难对象的特长和就 业需

求，按年度制定专门的援助计划，有

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服务。
（三）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政府

投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要优先安排大

龄就业困难对象。各级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要与街道劳动保障机构密切配

合，对愿意接受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公

益性岗位的大龄就业困难对象 ，在一
定时间内为其提供公益性就业岗位。

（四）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

贴。这是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出台的资

金补贴政策。即在社区开发公益性岗

位安排原国有企业的大龄就业困难对

象就业的企业，按其为符合规定条件

的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实际续编的

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

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按单位应为

所招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

险费之和计算，个人应缴的养老保险

费 和失业保险费 仍 由 本人负担。同

时，各地可根据实际提供适当比例的

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

补的办法。企业首先按规定及时足额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 ，

季度终了后，按规定向劳动保障部门

申请对上季度已缴纳社会保险费给予

补贴。劳动保障部门审核汇总后转同

级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核定后将补

贴金额划入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

户。在此基础上，一些地方有了更进

一步的探索和创新，使就业对象安置

政策更加优惠。如北京、 江苏、 浙江

等省在社会保险补贴标准上增加了医

疗保险补贴。北京、 山西、 江西、山

东、 河南、广东、 云南、 宁夏等省按

一定比例 ，由地方财政支付岗位 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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