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生
计。就业稳则收入稳，收入稳则民生安。要托底
民生，必须抓牢就业这个“牛鼻子”。

回望过去5年，党和国家把就业这一事关
百姓根本利益的大事始终摆在突出位置，坚持
就业优先，鼓励创业就业。稳就业、增收入，人们
通过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走向共同富裕。

就业总量保持稳定

就业在哪里？在忙碌的企业生产中。8月盛
夏，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扶贫车间，腾飞服饰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房里的上百名工人正加紧
制作秋季学期学校要用的校服，有不少工人就
是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公司负责人王加田
告诉记者，有了国家的好政策，社保减免降低企
业成本，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还有补贴，下半年
订单不用愁。

就业是国际性难题，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
口、近9亿劳动力的国家，实现如此大规模人口
的充分就业谈何容易！我国解决就业的艰巨性
和复杂性，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环境，我国实现
了比较充分的就业，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
水平保持在低位。一句话概括近年来的就业形
势，可以用‘稳中向好’来形容。”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冯文猛说。

——看就业总量。数据显示，2016 年至
2019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保持在
1300万人以上，分别达到1314万、1351万、
1361万、1352万。

——看失业人数。2016年至2019年，年末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4.5%以内，分
别为4.02%、3.90%、3.80%、3.62%。

随着就业结构日趋优化，人们记忆中“半数
劳动力务农”的状况也已经完全改变。2019年
所有就业人员中，一二三产就业人员占比分别
为25.1%、27.5%、47.4%。“第三产业就业人员
47.4%的占比，比5年前足足增加了5个百分
点，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三次产业的就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既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
求产业升级的结果，也显示出我国就业结构更
加合理、更具有持续性。”冯文猛说。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劳动者就业质
量也进一步改善，劳动者工资水平提升明显。
2016年至2019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均工资实际增长5.6%；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年均工资实际增长7.6%。

“‘十三五’期间，重点群体就业总体稳定，
高校毕业生未出现大规模失业，去产能职工就
业安置基本完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
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对记者表示。

政策组合拳落地见效

就业连年保持稳定，秘诀是什么？首先得益
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
仍保持中高速增长速度。特别是在经济总量盘

子已经比较大的情况下，GDP每增长一个百分
点，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比过去大大增强。”冯文
猛说。

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各类市
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竞相迸发，成为拉动经
济和就业增长的新引擎。2016年至2019年，日
均新登记企业数达到1.51万户、1.66万户、1.81
万户、2万户，市场活力逐年增强。

就业形势持续稳定，也是积极就业政策效
应充分显现的一个缩影。约访北京三石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创始人韩磊时，这位青年创业者正
在工作室里审片子。“就业优先战略的制定非常
及时，带来稳定的就业创业环境，让青年群体有
事可做、有事可为，心无旁骛干事业。”韩磊深刻
感受到，和5年前创业之初相比，如今的创业者
少了浮躁和急功近利，多了沉稳和长远规划，实
干创业的氛围日益浓厚。

大挑战，大智慧，大作为。今年以来，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
大冲击，就业形势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党中央
把就业摆在“六稳”工作、“六保”任务首位，以更
大力度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各地根据就业形势
变化调整政策力度，做到减负、稳岗、扩就业并
举，努力把疫情对就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六稳’‘六保’等政策目标均将稳就业、保
就业放在首要施政目标。在宏观层面，明确把就
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并全面发力。在
微观层面，从市场主体政策、培训政策、工作创
造政策、劳动权益保障政策、公共就业服务等方
面完善了就业政策体系。”张成刚说。

挖岗位、拓渠道，力保百姓饭碗。随着就业
优先政策全面发力，上半年整体就业走势前低
后稳。市场需求经历了疫情初期的急剧下滑后，
逐渐实现由负转正，并正在延续回升态势。今年
1月份至8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
达到全年目标的87%。8月份，全国城镇调査失
业率为5.6％，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
25岁至59岁人口调査失业率为4.8％，比7月
份下降0.2个百分点。

破解结构性矛盾

顺势而为，灵活就业的巨大空间不断释放。
直播带货与灵活就业碰出火花，快递小哥正式
转正成为新职业……不断涌现的新业态新事
物，迸发出新的就业增长点。

虽然就业形势保持长期稳定，但我国就业
总量压力依然较大，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妥善
应对就业问题仍是一项长期复杂的艰巨任务。
展望“十四五”时期，多重压力下，就业形势继续
保持平稳，仍需要攻坚克难、久久为功。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经济进
一步加快转型升级，为就业扩容增加动力的趋
势也不会变。”在冯文猛看来，随着劳动力人口
红利出现拐点，劳动力的供给如何更好匹配市
场需求尤为重要。

据《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
未来5年，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庞大，预计云计
算工程技术人员近150万、物联网安装调试员

近500万、无人机驾驶员近100万，数字化管理
师从业人员已超过200万，人才缺口近千万。

“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迭代，将
不可避免对就业产生影响，那些涉及日常简单
或重复性的工作岗位正在消失。另一方面，适应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高层次研发人员、高技能
工人和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不足，部分新成长劳
动力的实践能力还难以跟上市场变化，大龄低
技能劳动者就业难题或将持续存在。为此，应注
重让劳动者技能衔接市场需求，加强职业技能
培训，不断提升就业质量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冯文猛认为。

张成刚表示，“十四五”期间，稳就业应以劳
动力市场实际为基础，注重与构建国内大循环
经济格局相配合协调，注重解决劳动力市场的
结构性就业矛盾。“应保障就业规模继续扩大，
从而保证各类群体特别是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应注重推动就业市场活力提升，不断减轻企业
负担，改善创业环境，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
态发展，培育劳动力市场新动能。”

拓宽就业路 敲开幸福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每天早上七点半，头戴安全帽，身穿橙色马
甲的陈庭磊都会准时出现在深圳地铁12号线施
工现场。陈庭磊在贵州黔南贫困山区长大，家里
4个孩子中，大姐二姐都成家了，三姐在读博士。

“能走出大山，找到这份工作，是因为我在
高职学校学了3年的工程造价。”陈庭磊告诉记
者，2017年他考入贵州工商职业学院建筑工程
学院，在校期间学习了CAD制图、工地施工流
程等课程，从理论知识到动手实践，学校对他们
进行了大量培训。

陈庭磊说，大学期间，两年学习基础知识，
一年实习，实习的单位就是他如今的工作单位，
中国电建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能到这个单位实习，也是学校推荐的。”陈
庭磊解释说，因为设计院跟学校有校企合作关
系，定期来校招人。在一年的实习中，陈庭磊扎
实的专业能力、认真的工作态度、乐于吃苦的精
神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最终，他如愿签约，
留在了深圳。

“我们学校是贵州在校生规模最大的高职

院校，每年毕业生近6000人，
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7%以上。”贵州
工商职业学院分管就业的副校长曹昌海
对这个数据很自信。他告诉记者，学校在专
业设置、人才培养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数据显示，贫困地区农村生源高职毕业生
就业率已连续5届稳定在90%以上。他们对加
强乡村卫生院、幼儿园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解
决基层民生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力支
撑了当地脱贫攻坚。职业教育一方面能帮助学
生更好地找到工作，另一方面，解决了高职学生
的就业，就稳住了就业的大盘。

曹昌海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很多资
格证考试推迟，职业院校的毕业生没有资格证，
就没有报名资格。希望相关部门能把一些招聘
适当延迟，或者说允许今年的学生先入职，明年
再考证，大家一起帮这届职校学生把“饭碗”
端稳。

他们在深圳找到了工作
本报记者 佘 颖

就业是14亿人口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
发展的基本支撑。

“十三五”期间，在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
构性矛盾加剧，以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
调整任务加重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就业能持续
保持稳定，难能可贵。

就业成绩斐然，得益于我国经济发展韧性
的不断增强、大规模减税降费等政策的持续发
力，根本上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和科学决策。顺应时势、惠及民生，这是多年
来就业政策体系沿革发展的突出特征。“十三
五”期间，从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
策，到将稳就业摆在“六稳”之首，再到将就业
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全面发力，各方面
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不断强化。与此同
时，各地在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时，也把是否有
利于就业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以实现经济发
展和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从“好就业”到“就好业”的实现，看
的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数据，而是看广大就
业群体的就业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因此，每

一项政策的制定，都要与时俱进地回应社会
期待。我国重点就业群体面广量大，近年来
围绕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各类
就业群体，国家相继推出一系列富有针对性
的就业服务和扶持政策。无论是在校或离校
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自愿接受服务登记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困难人员，还是需要兜
底帮扶的特殊群体人员，都能从细化政策中
找到自己的关注点。做好“最后一公里”，确
保就业服务全覆盖、无盲区，这是保障群众
能够安居乐业的一个前提。

展望“十四五”，我国稳定就业仍将长期面
临总量和结构压力。要持续做好稳就业工作，
未雨绸缪将是科学决策、精准施策的前提和基
础。从大环境看，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新
的劳动形态、新的就业方式、新的创业路径不
断涌现出来。针对这些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新
情况、新问题，不仅要做好就业工作，更要补齐
短板、顺势而上，不仅为兜住民生底线贡献力
量，也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助力。

从“好就业”向“就好业”转变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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