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因此，就业问题是一道摆在国人面前的难题，就业问题不仅在总量上存在困

难，而且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和区域性问题也很突出。如何扩大就业，不仅关

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是维

护国家稳定的关键。

一、 就业、创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技能人才短缺加剧了就业压力

社会上重学历教育、轻技能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普通型、知识型人才

过剩，技能型人才短缺，新成长劳动力的技能基本属于空白，远不适应企业

的需求，人岗不匹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不争的

事实，同时技校生供不应求。二者形成的反差，就是这个问题的集中反映。

同时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这些新形势、新情况对面临就业的大学生来

讲，既增加了难度，同时也增加了择业过程中的心理负担。

（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度大

目前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问题比较普遍，需要对其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

建立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及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制度，加大对弱

势群体的扶持力度。

（三）就业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

由于经费和人员配备方面的原因，导致基层的就业信息收集和发布渠

道不够畅通，用人单位、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者三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各级

劳动力市场缺乏信息共享，处于区域分割、各自为战的状态，跟不上劳动力



大范围、高速度流动的就业需求。

二、 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对策

（一）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首先应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大农民工就业力度，为农民工提

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在农村成立一批农业合作社、工厂、农场等组织，

吸引大量在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同时，减少农村工厂的税收，调动农村

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相关部门还可以在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发展旅游业和

休闲农业，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外，地方政府

还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一些技术和形式创新。对农村地区的年轻劳动力

进行就业培训，引导农民进行网上创业，通过网络实现农产品的生产、预定

和销售，发挥年轻劳动力的潜能与优势，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

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的和谐发展。

（二）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

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对于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校毕业生是我国目前一个非常庞大的就业群体，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于提

高我国的就业率有着关键的作用。要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做起。第一，国家应完善高校毕业生下基层工作制度。积极引导高校

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地区工作，以缓解落后地区人才缺乏的现状，

以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对于下基层的大学生，国家应该给予适当

的补偿，以此调动大学生工作的积极性。第二，加强中小企业对高校毕业生

的扶持力度。中小企业对毕业生留用的，可以适当完善见习补贴政策，签订

长期劳动合同的，奖励社会保险补贴。第三，完善高校毕业生创业引导计划，

扩大高校毕业生获得补贴的范围，灵活掌握大学生毕业基金的流向，为高校



毕业生提供更多的保障。第四，支持大学生灵活就业，鼓励大学生进行现代

化农业建设。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为他们提供各种社会保

险和人事服务。对于一些高职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或是技术性强的专业生也享

受政府提供的各项补贴。这样，有效缓解了我国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压力。

（三） 帮助困难人群实现再就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帮助困难人群实现再就业首先要确定困难人群的范

畴，政府人员鼓励其进行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并加强管理和政府帮助。对

于企事业单位而言，招用困难人群，国家会给予适当的补偿。比如，对灵活

就业且交付保费的，按比例给予补偿，企业跟困难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且交付

保费的，限时给予补偿，对确实难以就业人员，政府可通过协调作用，给予

安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