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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就

业问题高度重视，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 

近年来，就业更是被摆在“六稳”和“六保”的首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

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

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

时代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近 10

年来我国在促进就业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就业形势一

直保持基本稳定，逐步实现就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以及不断增大

的就业压力，党中央决定将“就业优先”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部门出台一系列有关

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就业优先战略已经融入宏观经济

的各个相关领域，其中包括人力资源服务、职业技能培训、



就业资金扶持、税收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孵化器、

失业保险援企稳岗等，不断优化就业创业环境，积极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量的市场主体像雨后春笋般地不

断涌现。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截至 2021 年底，我国

市场主体已突破 1.54 亿户，为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就业局势保持稳定 实现就业高质量发展 

近 10 年来，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

我国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并逐步实现就业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就业规模不断扩大。近 10 年来全国城镇新增就

业人数累计 1.3 亿人，平均每年新增就业 1300 万人。在

此期间，全国人力资源市场用工需求总体上都大于劳动

力供给，供求关系保持基本平衡。到 2021 年末，全国就

业总人数达到 7.47 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数 4.68 亿人。

从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 

二是就业结构持续优化。从就业的产业结构来看，三

次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从 2013 年的 31.4%、 30.1%、 38.5%

转变为 2021 年的 22.9%、 29.1%、 48.0%。其中，第三产

业吸纳就业能力显著增强，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已经成为

吸纳就业的主阵地，“倒金字塔型”就业结构已经形成。



同时，城乡就业格局发生历史性改变，农村劳动力持续向

城镇非农产业转移。2014 年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

人数比重首次超过乡村。2021 年城镇就业人员占比提高

到 62.7%，比 2012 年增加了 14.3 个百分点。就业结构优

化有利于促进就业高质量就业，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三是积极促进重点群体就业。近 10 年来，全国 8000

多万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水平保持稳定，应届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人数连年实现双增长，年底总体就业率始终

保持在 90%以上，年均帮扶超过 550 万失业人员再就业，

每年帮助困难人员实现就业都超过 100 人。近 10 年来农

民工就业总量增加了近 3000 万人，并呈现继续增长的态

势。其中，2021 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增加到 2.93 亿人，

其中本地农民工 1.21 亿人，外出农民工增加到 1.72 亿

人。  

四是稳步提升就业质量。劳动者就业渠道更加多元，

企业用工日益规范，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 90%以上。失业

率保持低位运行，近 10 年来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3%

以内，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9%以内。其中，2021 年

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96%，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近 10 年来人社部门积极提

升劳动者职业技能，以适应市场需求。通过初步建立终身

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对各类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使用、



评价、激励机制，使技能人才供给数量不断增长，目前全

国各类技能劳动者总量已经增加到 2 亿人以上。同时，职

工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年均增速超过 GDP 增速， 2021 年

城镇单位人员工资较 2012 年翻了一番。此外，各项社会

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五是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在促进就业方面的重要功能。

近 10 年来，失业保险在特殊时期稳经济主体、预防失业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帮助经济实体稳定就业，在化解产能

过剩、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人社部开展失业保险援

企稳岗“护航行动”，及时为企业纾困，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2019 年，国家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 1000 亿元

资金，推进职业技能提升，促进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就业

能力提升，使其更加符合市场需求。2020 年为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国家组织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其

中包括将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以适当方

式予以返还，尽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六是就业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在党中央组织实施

的脱贫攻坚战中，就业扶贫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制

定有关就业扶贫政策措施，有组织地帮助贫困地区农村

劳动力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转移到城镇就业或在乡村

企业就业，在贫困村创办就业帮扶车间，并与相关公司合

作，形成产供销的市场运行机制，为贫困户就地提供脱贫



的就业渠道。易地搬迁就业帮扶、乡村公益性岗位等系列

就业帮扶政策，让贫困人口斩断穷根，过上了幸福生活。 

七是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事业蓬勃发展。2021 年底，全

国共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5.9 万家，是 2012 年的

2.1 倍。仅 2021 年，整个行业为 3 亿人次劳动者提供了

就业、择业和流动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为满足用工

企业生产经营、减少摩擦性失业发挥了巨大作用，更为劳

动力在一二三产业间流动提供了灵活的市场通道。其中

在“十三五”时期，全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累计举办招聘

会 119 万场，推荐高端人才 744 万人次，服务用人单位

1.9 亿家次，为 11.5 亿人次提供就业、择业和流动服务。

全国各地人社部门组织开展的“春风行动”，有效解决了

春节期间企业招工难和劳动者就业难并存的问题。同时，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建立和发展有效促进了人力资源

服务业的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年度经营收入已经达到

2.46 万亿元。  

开创新时期就业工作新局面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劳动力供

求深度调整，就业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

领域的主要矛盾。面对新时期更加错综复杂的新形势、新



挑战、新目标和新任务，面对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更充分

就业的新期待，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继续深

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突出重点，统筹兼

顾，综合施策，不断扩大就业容量，努力提高就业质量，

进一步优化就业创业环境，持续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帮

扶重点群体实现就业，确保就业局势基本稳定。 

为确保圆满完成“十四五”时期有关就业发展规划确

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今后要努力做好以下重点工作：一是

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要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

优先目标，纳入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并且融入各项相关政

策之中，促进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协调发展。二是要大力

支持企业生产经营的恢复和发展，尽可能降低企业税费

负担和人工成本，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特别是要积极支持依托互联网的平台企业迅速发展，促

进中小微企业职工和新业态从业人员稳定就业。三是要

继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切实提

高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努力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和

就业能力。四是继续促进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农民工、

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分类精准施策，通过

实施各项就业促进政策特别是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税收、

用地等优惠措施，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的服务平台建设，促



进创业创新带动就业，为各类重点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

或再就业机会。五是推进公共就业服务建设，构建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就业服务

标准体系，全面推进“互联网+公共就业服务”，推行便

民化服务，简化优化服务流程，通过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

高效便捷的公共就业服务。 

总之，今后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

极就业政策，大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来创造就业机会，通

过相关政策扶持来营造有利于就业创业的社会环境，积

极促进更加充分的就业，持续推动我国就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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