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撷英集萃

80

对弱势群体财政扶持政策的几点建议
刁鸿锦｜边俊杰｜陈日东

群体的企业，财政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

偿，鼓励企业积极配合政府的政策，帮

助弱势群体就业和再就业。另一方面，

鼓励新办服务型企业、新办商贸企业、

现有服务型企业、个体经营等企业与弱

势群体就业的人员签订 3 年以上的劳动

合同，在经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审核确定

后，3 年内将对企业的税收减免 30%。对

于弱势群体中的个体经营者，在其领完

税务登记证以后，3 年内将免收个人所

得税等。对于安置残疾人员在企业生产

人员 50% 以上的企业，经税务机构审核

以后，进行税收的先征后返政策，安置

残疾人员在企业生产人员 35% 以上 50%

以下的企业，给与部分税款的返还等。

二是积极发展劳动密集产业，提高

更多的就业机会。应当充分发挥财政引

导作用，积极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

扩大社会的就业需求。可以对一些就业

量大的企业采取差别税率的财政政策，

在投资中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到这些

产业中，成为新的就业基地，同时也培

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几年，江西省

社会服务、物业管理、家庭服务等就业

潜力大、能力要求不高的第三产业需求

越来越大，通过减少这些服务机构的税

收，实行差额化的财政政策对于解决弱

势群体的就业具有巨大的保证。通过对

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解决中小企业在

社会融资和税收方面的难题，可以创造

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是加强劳动教育和培训，提高

就业能力。通过提高弱势群体的文化水

平，提高就业技能是解决其就业问题的

根本方法。财政政策可以加强对公共服

务和公共产品的投入，加强对弱势群体

的劳动培训。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劳动力

市场的建设和对教育培训的投入，加快

劳动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劳动人口和失

业人员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培训。

在教育培训的过程中要和产业结构、就

业结构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协调发

展，实现弱势群体在社会劳动力资源市

场上的合理配置，降低失业率。

四是构建残疾人财政保障机制。目

前我国已经出台《残疾人保障法》，但是

专门针对残疾人财政保障的制度尚未出

台，可以强化省以下政府社会保障部门

提供均等化服务的理念，要切实界定规

范好社保范围、对象、资金来源、缴费

费率、待遇水平、发放办法、管理监督

程序等，使残疾人保障制度的运作日趋

完善和规范，保证保障制度的严肃性、

权威性。逐步将目前实施中的合理的政

策性安排内化为体制性安排，并处理好

省、市（县）级财政之间的分担责任，将

残疾人失业保障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

体制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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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赣州市属欠发达地区，关注

弱势群体所需的财政资金来源主要依靠

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如何用好投入弱

势群体的资金，促进就业，转变社会地

位，是一个长远的战略问题。

从总体调查的结果来看，赣州市农

民工以及城乡低收入人员为弱势群体的

主体，占全部调查失业人员的 48%。在

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约 60%。整个弱

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小学毕

业占 7%，中学毕业占 56%，职高毕业占

34.5%，大专毕业占 2.5%。正是相对较低

的文化素质决定了这一部分劳动力主要

集中在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

筑运输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

会服务业等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服务

性行业。在对随机抽样调查了解，月收入

2000 元以下的占调查人数的近 60%。另

外，政府对弱势群体接受教育和职业技

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方面还缺乏行之

有效的政策，即便有相关政策也没有执

行到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就

业难的现状。为此，对弱势群体财政扶

持政策机制的构建提出以下建议 ：

一是通过经济补偿、税收优惠等

财税政策，激发企业雇佣弱势群体的积

极性。可以从经济补偿、税收优惠两个

层面促进弱势群体就业。一方面，采用

经济补偿的方式，激发企业雇佣弱势群

体的积极性。例如愿意吸收并接纳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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