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财政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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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就业问题是我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 在二元经济转型过程

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因为前些年形成的生育高峰带来的就业人口大量增加，人口

老龄化的趋势，现在正在加速的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 日益突出的民工潮，这

些因素合在一起， 决定了我国在短期内是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的。为妥

善解决就业问题，财政必须有一个战略的思路， 归纳起来， 至少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1.现阶段财政支持就业，首先应考虑要倾向于那些在现阶段还有合理性的、

有经济和技术方面适用性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和就业岗位，使财政资金能发挥出

较高的效益。但在目前的新经济浪潮中，许多地方还没有形成这个概念。比如据

报道前段时间北京市政府不惜重金购置了一批停车用的 “咪表”，这笔钱其实就没

有必要花，因为收停车费并不关系到产业升级换代，不关系到竞争力的提高，它

就是一个吸收就业的岗位，在现阶段没有必要花重金做这种事，可以把这笔钱用

于再就业培训和引导上。这就是一个如何协调就业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矛盾的问

题，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引导不行，太提前了也不行。在

制造业也存在这一问题，有些东西不要急于把它淘汰掉， 虽然从长远发展来看，

要逐步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 要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变为科技含量高的资本密集

型，但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一定要合理掌握这个度， 掌握得好， 不仅能促

进就业， 而且有利于经济的快速、 持续发展。

2.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财政会越来越强烈地面对社会保障的压力，这种

压力不会缓解，只会提升。但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点必须要明确， 财政宁可花钱

养人， 也不要养企业和机构，政府不能因为有养人的压力而刻意地组建一些因人

设事的企业和机构，不如将其纳入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养人可以在社会保

障体系里规范地处理问题，而养机构对经济转轨的负作用太大， 不利于深化改革

和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现在全国交通系统光是在路上收费的就有几十万人，如

果以后不让收费了，财政一下接受几十万人不太可能， 但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渐

成熟，这几十万人可以被社会其他方面吸收一部分， 剩下的人可以由财政兜底，

进入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管理，这样做适应经济转轨的要求， 以后在机制和体制上

给财政部门留下的障碍就少一些。

3.就业问题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综合设计与考虑是分不开的。现在我国社

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仅限于城镇人口，而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 每一个公民都应享

有平等的公民权和公共服务，不能总是简单地将农村的居民和城镇的居民分裂开

来。在就业的制度设计上应引入超前因素，目前可以考虑将进城打工人员纳入社

会保障的范围，长远目标是将城乡人口都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在现行制度的安排

上，可以设定一个时间界限，并逐步缩短，如有的地方规定，进城打工一年后可

以上劳动保险，今后可以逐步缩短到半年、 三个月， 直至将进城打工人员都纳入

社会保障体系， 然后再慢慢解决其医疗保险等等， 形成一个动态的、 与长远目标

相衔接的趋势。

4.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的管理方式有待改进。比如现在主要的低保扶助方式是

现金发放，借鉴国际经验， 更有效的方式是实物配给制，这里的实物应该是很难

改变其用途的、 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品。城镇应主要采取发放配给券、 在政

府定点的超市里与有效证件一并使用的方式。

5.在农村区域， 政府应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服务体系， 增加农民在

农村区域就业的机会，把一部分要流向城镇的人口留在当地就业， 以缓解城镇的

就业压力。

6.原有的政策倾斜手段要合理搭配。为缓解就业压力， 财政部门陆续出台了

资金投入、税收、担保、贴息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在实践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各种政策措施的合理搭配， 避免出现政策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今后财政部门在决策

过程中， 为保证政策扭曲度比较小，一定要用可行性论证的方法保证决策体系的客

观科学，用多重严密的制约手段避免人情因素， 以保证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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