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财政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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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社会就业形势的主要特点

目前，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420万人左右， 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和登记失业人员，共计1400万人待就业， 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7%，

说明我国全口径的城镇失业率接近7% 。我国的当前就业形势有以下四个特

点 ：

1.失业是在就业总量规模不断扩大情况下出现的， 劳动力供大于求将是长

期性的。近年来，我国就业规模不断扩大，2002年城乡就业人员总量达到

7.3亿多人， 但同时失业压力不断加大。除了现有的下岗失业人员，目前农

村地区有 1.7亿左右的富余劳动力，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今后每年还要新增劳动

力 1000多万人，结构性经济改革步伐加快、 W T O 对相关产业的冲击还会带

来结构性失业问题。而我国的就业弹性 （G D P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来就业增

长的百分点）随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将不断下降，目前已降至0.1， 不足80年

代的 1/ 3。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还可能存在较长一段时期。

2.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减少，但失业保险和就业压力仍然较大。截止

到 2002年 1 1月底，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已由 200 1年底的 5 15万人下降到419

万人，但失业保险和再就业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

数量还有所增加。200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季提高，由一季度末的3.7%

和二季度末的3.8%，上升到三季度末的3.9%，社会就业形势仍然比较严峻。

3.单位就业下降，但总体就业水平较为平稳。截止到2002年6月底，全

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110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58万人，但城镇单位从业

人员的减员数量，已由前几年的月均近100万人降至2002年一季度月均42万

人， 二季度月均8万人，变动幅度明显减小，说明就业的稳定性相应增强。

4.失业有长期化和高素质人员比重上升的趋势。2002年，在城镇失业人

员中连续未工作超过半年的人员比重达到75%以上（其中一年以上未工作的

超过 50% ）， 同比上升了 2 个多百分点；高中以上失业比例达到 40% 以上，

同比也略有上升。说明我国当前的失业人员中，既存在着职业技能不适应转

岗需要的结构性失业，又存在不满意现任的工作而想寻找更理想岗位的自愿

性失业。

二、促进就业的几点初步建议

1.制定并落实下岗职工再就业政策措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是社会失业人

员中的主要群体，应继续专门研究制定有关再就业扶持政策，在税收、 信

贷、 工商等方面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给予政策支持。建立相应的监督和协调机

制，及时解决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将政策落到实处。

2.加强和支持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在知识、 技能等方面还不能适应现

代社会生产发展要求的结构性失业者，各级政府应加强职业教育及培训，帮

助失业人员提高知识技能， 尽快走上新的就业岗位。

3.注重发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作用。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发

展，尤其是加快社区服务、 餐饮、 商贸流通等各类服务型行业的发展， 使

这些创业和就业成本较低 、 增长潜力较大的行业尽可能多地增加就业岗位。

4.拓宽就业形式和渠道。推行非全日制 、 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就业

和非正规就业，并通过发放小额信贷等政策，调动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积

极性，促进有自我就业能力的人自谋职业。

5.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通过调整教育 支出结构、 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

革、 完善助学贷款体系等多种途径， 切实解决我国教育 事业发展中存在的

“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不足”、“贫困学生上大学难” 等问题， 以适当延长教

育期，进而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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