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视野

栏目主持 ： 方震 海

心 系 下 岗 职工
——天津市财政部门积极做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

王 旭本刊记者

李 萍特约通讯员

作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成长起来的老

工业城市，多年来天津形成了国有企

业比例大、 第二产业比重高、产业工

人众多的特点。近几年，在天津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下，财政部门克服困

难，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充分发挥财

政职能，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努力做

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

作，截至 1 999 年 6 月底，全市企业

生产经营性下岗职工累计达 42.35 万

人，通过落实各项政策，已实现再就

业 31.27 万人，再就业分流安置率为

73.84% 。为天津市社会的稳定和改革

的推进作出了贡献。

一、 优先安排好财政资金 狠

抓失业保险的征缴

为落实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

金，天津市在地方财力十分困难的情

况下，及时调整年初预算，压缩一般

性支出，将财政超收部分全部用于下

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1998 年在年初

预算已安排 5000万元的基础上，又追

加了 1.1 亿元。1999 年又进一步调整

支出结构，优先安排财政应承担的三

分之一资金，并做好财政兜底的准

备，安排预算 2 亿元。

为保证社会筹集资金落实到位，

1998年 10月份起，天津市调整了失业

保险缴费比例，由工资总额的 1% ，调

整为 3 % ，其中：个人缴费 1 % ，单

位缴费 2 % 。调标后，当年失业保险

基金增加收入 8000 万元，全部用于下

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
1 9 99 年，为贯彻《失业保险条例》，

扩大征缴范围，提高了失业保险基金

的供给能力，全年安排下岗职工基本

生活保障资金 1.7 亿元。

二、 审定企业自筹能力 落实

企业自筹资金

按中央规定，亏损企业下岗职工

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采取 “三三

制”。落实 “三三制” 的最大难点

是企业自筹资金。“三三制” 政策出

台后，一些企业片面强调困难，过多

地依赖财政兜底。为确认 “三三制”

企业，财政部门集中人员， 集中时

间，对 1782户申报企业的财务报表和

有关账册逐一审核，进行企业自筹能

力的审定。对确实没有能力筹资的企

业，财政按企业的资金缺口额及时拨

付 “兜底” 资金， 对有能力筹资的

企业， 则按规定要求企业先将自筹资

金划入再就业中心账户，财政、 社会

的配套资金才下拨。通过对企业自筹

能力的审定，有效地控制了 “企业靠

政府”的倾向，保证了下岗职工基本

生活的资金来源。

三、 规范再就业中心管理 发挥

服务功能

目前，天津市已初步形成下岗职

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组织体

系，建立了市、局、公司、企业四级再

就业服务中心网络组织，成立各类再就

业服务指导中心、分中心、工作站1691

个，工作人员达到8190余人。财政部门

积极主动配合劳动保障部门，在规范再

就业中心管理、发挥再就业中心服务功

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严格规范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

服务中心的程序。职工下岗后，企业

必须坚持先分流后进中心的原则，尽

可能以发展生产、 开展多种经营的方

式，分流安置下岗职工， 减轻再就业

服务中心的压力。对确实无法安置的

下岗职工，由本人提出申请， 并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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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签定全市统一

印制的《天津市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

和再就业协议》。签定协议人员的档

案必须移交市职工档案管理中心统一管

理，有效地解决了回流和保障人数不实

的问题。

二是严格规范下岗职工在中心期间

的管理， 提供 “一三一” 服务。下

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半年内，

中心要提供一次不少于三个月的就业培

训，提供三次就业信息，提供一次就

业指导；企业按照保障标准和进中心

的人数筹集资金，财政和社会筹集的

资金按档案集中管理的人数拨付企

业；推行出中心率目标管理，考核指

标是：企业具备再就业能力的下岗职

工，全年平均滞留中心人员减少数不

得低于 30% 。采取按月统计、按季考

核的方法。

四、 强化财务监督 管好用好资

金

一是建立市、 局、公司、 企业

四级专用资金账户。财政和失业保险

筹集的三分之二的基本生活费，通过

市再就业服务中心账户，逐级拨付企

业中心专户；二是财政 “兜底” 资

金直接拨付企业中心专户；三是财政

和失业保险筹集的养老和失业保险费，

直接拨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四是在

医疗保险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医疗费

随基本生活费一同拨付企业中心统筹使

用；五是建立了专项财务报告制度，

企业按月报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

金和再就业情况表；六是建立了专项

财务检查制度，由财政、 劳动保障、

审计、企业主管部门组织力量，每季

度抽查 10% 的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

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市各级再就

业服务中心的管理明显加强，运作日

趋规范，功能逐渐发挥。

五、 把促进再就业的各项优惠

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为进一步实施好再就业工程，按

照劳动者自主择业、 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天津市在鼓励

下岗职工自谋职业、 创办经济实体、

从事社区居民服务等方面， 制定了进

一步促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

25 条优惠政策。政策出台后，财政与

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狠抓落实。以政策

的落实带动了就业岗位的创造，加大

了分流安置力度。通过扩大生产经营

规模、开展多种经营、 离岗挂编等措

施，由企业、行业累计分流安置近 16

万人；通过加强社区服务就业，大力

发展再就业商贸街、劳动服务队、 家

庭手工业发展等吸纳下岗职工 8万人；

通过落实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政策，

有 8 万人从事个体经营。

天津市在做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

障和再就业工作的基础上，为确保国

有企业改革和三年脱困目标的完成，

落实 “三条保障线”向 “两条保障

线”转化工作，根据地方财力和社会

保障各项支出的需求，进一步调整支

出结构，努力增加保障资金的预算安

排。2000年社会保障补助预算安排为

5.38亿元，其中：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保障资金 2.81 亿元。在继续采取“三

三制”保证进入再就业中心下岗职工

的基本生活基础上，创造条件将企业

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职能转入社会。并

提出了促使再就业服务中心人员实现

“稳进快出”的措施。今年 3 月天津

市财政局会同劳动与社会保障局联合发

文《关于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人

员实现 “稳进快出” 的意见》，在

进一步严格规范下岗职工进 “中心”

的条件实现 “稳进” 的基础上，加

大了下岗职工出 “中心” 的力度。

一是对已分流安置人员， 坚持

“已分流不进中心” 的原则。三十五

岁以下的，通过理顺劳动关系进入市

场就业；三十五岁以上的，继续执行

原分流安置协议，协议期满的可以转

移或解除劳动关系，也可与企业协议

保留社会保险关系。

二是逐步实行基本生活费通过金融

机构直接发放。要求企业加大保障资

金筹措力度，确保足额发放进中心人

员的基本生活费。财政兜底企业由市

再就业服务指导中心将基本生活费划入

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资金专户，

进中心人员凭存折在银行领取。非财

政兜底企业， 每月五日前分别由企

业、 财政将各自负担的基本生活费部

分划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资金专

户，进中心人员凭存折在银行领取。

三是实行“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

系”。扩大实行 “协保” 人员范围，

对已进中心人员中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十年的，本人自愿提前出中心解除劳

动关系，可与企业协商保留社会保险

关系。“协保”人员按照 1999 年 7 月

份最低工资水平和现行缴费比例计算养

老保险费。一次性计入职工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三三制”企业的社会保

险费，前五年由财政、失业保险、企

业各负担三分之一，后五年由企业和

职工协商解决。

四是鼓励进中心人员提前出 “中

心”，进入市场就业。采取“政府搭台，

行业指导，企业组织，社会培训，定向

补贴”的方法；实行培训、职业介绍一

条龙服务。通过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工

作确保进中心人员中 3 5 岁以下的在

2000年6月底前全部出中心、具备再就

业能力的在 2000年底前出中心率不低

于 30 % 。为促进国有企业尽快走出困

境，重点在国有“三三制”企业中实行

鼓励进中心人员提前出中心政策：对

2000年进中心人员由财政和失业保险提

高奖励标准100元 进中心一年以上的，

距协议期满每提前一个月出中心，财政

和失业保险按每月 120元给予奖励，最

多不超过 12个月；进中心35岁以上人

员，提前出中心在市职业介绍中心

续接劳动关系并缴纳养老保险或自

谋职业领取营业执照的， 距协议期

满每提前一个月出中心， 财政和失

业保险按每月 240 元给予奖励， 最

多不超过 30 个月。出中心后进入市

场就业，不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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