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

围 绕 市 场 需 求 开 展 技能 培 训

  促 进 下 岗 职工 实 现 再就 业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是人口大省，传统产业比重较大，国有经济份额

较多。随着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下岗职工再就业形势

非常严峻， 2000年底，河南省有30.1万名下岗职工滞留企

业再就业服务中心，2001年有11.7万人协议期满面临出中

心。为保证平稳渡过下岗职工出中心的第一个高峰年，促

进下岗职工尽快实现再就业，河南省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发

挥财政职能，会同劳动保障部门，紧紧围绕市场需求，积

极开展下岗职工技能培训，增强下岗职工再就业能力，探

索出了一条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有效途径。

一 、 深入调查研 究，明 确 培训 方向

为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提高培训后

的再就业率，我们首先组织开展了两方面的调查：

1.省直国有亏损企业下岗职工基本情况调查。这次调

查涉及企业43户、下岗职工22003人，内容包括下岗职

工协议到期时间、 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技能水平、未

就业原因、 求职意向和培训意愿等。其中求职意向共调

查20779人，结果表明下岗职工更倾向于从事原工作，返

岗是下岗职工的首选，有2850人，计算机操作排在求职

意向第二位，有 1578人；其后依次是机电维修、 劳务、

裁剪 、 市场营销、 电气焊 、 钳工和烹饪等。培训意向

共调查 19663人，从统计情况看，计算机操作是下岗职

工的首选培训专业，有 2398 人；其次是机电维修 1440

人；其他依次是裁剪、美容美发、 汽车驾驶、电气焊 、

烹饪、 种养植和市场营销等。

2.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为有针对性地开展下岗

职工再就业培训，我们在进行下岗失业人员基本情况调查

的同时，对全省劳动力市场状况也进行了调查。调查显

示， 河南省劳动力市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供大于求

的总量矛盾十分突出。从供给方面看，到2001年新增下

岗职工、登记失业人数、 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劳动力供给总量约150万人。从需求情况看，

每年可提供 40—50万个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 10万

人左右， 预计可实现 50— 60 万人就业，全省有 100 万

左右劳动力无法实现就业。二是结构性矛盾尖锐。“有

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 较为普遍，劳动力供求结构性

失衡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部分新兴产业、行业对劳动

力需求急剧增加，但由于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高，出现

供不应求的情况，特别是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金融保
险、 营销管理等行业表现更为突出。同时第三产业特别

是社区服务业可吸收大量劳动力，而且服务业门槛较低，

较适合下岗职工，但只有不到10%的下岗职工愿从事社区

服务业，造成一方面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难，另一方面

大量社区服务业岗位又被进城农村劳动力占据的现象。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认为，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当

务之急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下岗职工特点，对下岗

职工进行有潜在市场需求的职业（工种）培训，增强其再就

业能力。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必须突出与就业的衔接，专

业的设置既要尊重下岗职工的个人选择和意愿，又要根据

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尽量开设市场需求大的专业；既要

重视通用专业，又要兼顾企业有需求的特殊专业。总之，

以提高下岗职工培训后的再就业率为最高目标。据此，我

们开设了选择人数较多、市场有需求的计算机、烹饪、

美容美发等通用专业培训，受到了下岗职工和用人单位的

欢迎。同时又根据下岗职工较多的煤矿企业的要求，开

设了针对这些企业下岗职工的采煤、通风等特殊专业，培

训后由企业优先安排就业，成为企业促进下岗职工出中

心，充实生产第一线的两全之计。

二 、 制定培训 方案 ， 规 范培训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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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再就业培训方向的基础上，我们拟定了省直国

有亏损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方案，对培训工作目标和

要求、 培训对象、培训方法和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

培训的工作目标和要求是从2001年到2003年培训下

岗职工23000人，力争用三年时间为省直下岗职工每人提

供一次免费培训服务。培训的考核合格率要达到90% 以

上，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要达到40%

以上，培训后一年内再就业率力争达到 60% 以上。

培训标准以初级工为主。这样的标准既坚持了以培训

促进就业的最终目标，又兼顾了下岗职工文化程度低、技

能水平差、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其技能水平的客观情

况，符合下岗职工的要求，确保了培训的针对性。培训

对象以年龄在35岁以下及协议即将期满的下岗职工为重

点。做这样的安排主要是为保证出中心高峰年的平稳过

渡。

培训方法是以认定的培训机构为依托，将职业指导作

为公共课贯穿到各专业（工种）的培训中，通过培训指导使

下岗职工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科

学合理地选择培训专业；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

培训，并加强后续的就业服务，以提高培训后的再就业

率。

培训的具体程序为：一是认定培训机构。凡具备开展

再就业培训条件，有开展再就业培训意愿的培训机构，经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认定后，均可承担再就

业培训任务。对培训机构的认定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法

人资格证明、 教学和生活设施情况、 师资队伍状况、 专

业设置、 培训规模、 再就业培训方案及教学计划等。二

是组织进行职业指导。对参加培训的下岗职工进行以就业

形势分析、 政策法规宣传、 就业方案设计、 求职策略等

为主要内容的职业指导。促使下岗职工转变就业观念、准

确定位、 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专业。三是确定培训操作

方案。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组织认定的培

训机构与相关企业共同协商确定培训的地点、方式、规

模、专业设置、教材、开班时间、教学和课时安排、师资、

学员的组织与管理、所需经费等，明确双方的职责分工

和培训工作的有关要求。双方协商一致后，共同起草各专

业培训操作方案，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审批

同意后，组织实施。四是考核发证和职业技能鉴定。培

训结束后，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统一组织，

邀请有关专家组成再就业培训考核指导小组并负责命题，

进行考核。对考核合格者，核发统一的职业技术培训证

书。对有鉴定意愿的下岗职工，根据有关规定，组织进

行职业技能鉴定，鉴定合格者颁发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三 、 加 强培训与就业的衔接 ， 强化 和 完善

后续服务

省职介中心和各市劳动力市场每月向培训机构提供一

次市场供求分析预测信息，帮助培训机构及时修正培训专

业设置。培训结束后，对培训合格下岗职工，企业再就

业服务中心、 培训机构要积极向用人单位推荐，提供就

业信息，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再就业。公共职介机构要将

培训合格的下岗职工纳入劳动力市场信息库，一年内为其

提供三次以上的就业信息，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就业。对

于有自谋职业意愿的下岗职工，要帮助落实工商登记、税

费减免 、 场地安排、 资金信贷等优惠政策。

为使下岗职工培训后尽快实现再就业，我们按照培训

方案要求，推出了各种便利下岗职工的就业服务，实施

了下岗职工再就业援助工程。省财政明确要求对下岗职工

从事个体经营免收相关管理费 、登记费、证件费和其他

费用。同时，我们还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通过开办三

产、 改制、 充实生产第一线等多种途径，深挖内部潜力，

优先安置培训后的本企业下岗职工。如郑煤集团对第一批

通用工种近700人培训后，在米村矿和王庄矿开办美容美

发店，安置美容美发专业下岗职工70多人。第二批特殊

工种培训3800人，培训后有 3000名下岗职工重新上岗。

四 、 落实培训经 费，保 障培训工作顺 利进

行

再就业培训经费是再就业培训工作的物质保障。省财

政在省级财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支持

再就业培训。考虑到省直国有亏损企业的实际困难，省

财政全额负担了再就业培训经费。按照省直参加培训的下

岗职工人数，每人按 500元标准安排培训经费。经费的

具体核拨程序为：省财政厅根据与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共同

认定的培训计划规模，在培训启动前按标准向省劳动和社

会保障厅先行拨付70%的经费，由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负责

将经费按工作进度拨付给培训机构；考核结束后，合格

率达到90% 以上的按实有培训人数核拨剩余部分经费。不

同培训专业的经费供给标准在具体培训方案审核认定后，

根据课时、收费标准等实际需要由省财政厅、劳动和社会

保障厅共同核定。此外，为保证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

省财政还核拨了一定的培训工作业务经费。据统计，2001

年省级安排再就业培训经费 5 27 万元， 培训下岗职工

10000 人，培训合格 9755 人，其中通用专业 2963 人，

特殊专业6792人。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

书的有6110人，占培训合格人数的62% 。培训后实现再

就业 5800 多人，再就业率近 60%。2002年 1 至 10 月已

安排再就业培训经费 300多万元，培训下岗职工 5000人

左右。培训经费的及时足额到位，保证了培训计划的有

效实施。

经过共同努力，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训下岗职工18

万人次。由于再就业培训紧盯市场，使下岗职工学得一

技之长， 技能水平得到提高，在社会上有用武之地，加

上相应的后续就业服务，下岗职工培训后再就业率明显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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