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就业招工“两难”成为常态
在

2

月
28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 我国农民
工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职业技能不断
提高，工资收入稳步增加。 不过，农民
工总量、 外出人数和工资收入的增幅
出现“三下降”，就业、招工“两难”的结
构性矛盾将成为常态。

全国农民工总量
2.74

亿人
2014

年， 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74

亿人，比上年增加
501

万人，增长
1.9%

， 同比增幅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
中，外出农民工

1.68

亿人，比上年增加
211

万人， 增长
1.3%

， 同比增幅回落
0.4

个百分点。

“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农民工总量
增长，增速下降，分布有新的变化。 农
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
变， 可以说不再是取之不尽的蓄水
池。 ”杨志明指出，农民工新增人数从
2010

年达到
1245

万人以后即逐年下
降。

此外，从就业区域分布看，中西部
地区增长快于东部地区； 从行业分布
看， 农民工所占比重建筑业

81.8%

、制
造业

73.6%

、餐饮服务业
67.4%

，一般服
务业中农民工比重在上升。 杨志明表
示， 经济增速放缓给农民工就业总量
增长带来压力，就业招工“两难”的结
构性矛盾将成为常态。

农民工就业正在从总量大为主向
就业难、招工难‘两难’的就业矛盾转
变，这‘两难’是市场需求的结果。 普工
招工难反映农民工供给的有限性，技
工招工难反映是转型升级过程中技能
人才的短缺性。

工资收入增长放缓
数据显示，

2014

年，我国外出农民
工月平均收入

2864

元， 比上年增加
255

元，增长
9.8%

。 农民工工资水平持
续提高的同时， 也呈现出收入增长放
缓的趋势。 从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农
民工收入增幅为何不升反降？

“多年来，农民工工资收入都是两
位数增长，进入‘十二五’以后的前两
年，仍然达到

20%

左右的增长，进入中

后期以后逐渐下降，

2013

年增长
13.9%

，

2014

年增长
9.8%

。 ” 杨志明表
示，随着劳动生产力提高，农民工工资
收入已由以往的大幅增长向稳步增长
迈进。

人社部统计显示， 技能劳动者数
量只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

19%

左
右， 高技能人才的数量更是只占

5%

，

技能劳动者总量严重不足。 从劳动力
市场看，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岗位
数与求职人数的比例）一直在

1.5∶1

以
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更是达到

2∶1

以上。 技工短缺的现象非常突出。

以技能促进就业
“新常态下，农民工已经进入以技

能促进就业的阶段。 不掌握技能，农民

工往往是城市的过客；掌握了技能，解
决农民工问题才能全盘激活。 ”杨志明
说。

杨志明认为，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呼唤农民工技能提升。 当前，农民
工职业技能和就业稳定性有待进一步
提高。 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将是我国
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性工程， 也是农
民工适应新常态、 实现稳定就业的当
务之急。

到
2020

年，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得
到一次由政府补贴的就业技能培训，

全国平均下来，人均补贴
800

元，能基
本消除新成长劳动力无技能上岗的现
象， 以此在总体上缓解因缺少技能而
产生的农民工就业招工‘两难’的结构
性矛盾。

2014

年，我国政府实施农民
工技能提升计划，年培训农民工

2000

万人次。

此外， 我国将大力发展农民工就
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 中小企业和劳
动密集型企业， 落实减税降费等扶持
措施， 促进农民工就业规模的持续扩
大。根据中国家服业协会统计，全国家
庭服务业的企业和网点近

50

万家，从
业人员达到了

2000

万人。电子商务的
快速发展， 带动快递业等新业态吸纳
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网店、快
递等业务吸纳上百万名农民工就业。

“目前，农民工就业出现了一个新
情况， 经过进城打工的磨炼， 有点技
术、有点资金、有点营销渠道、有点办
厂能力、 对农村有点感情的农民工返
乡创业， 现在全国已达

200

万人左
右。 ”杨志明说。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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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我国拟将农民工随迁子女
义务教育“全纳入”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

月
2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
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
务教育，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
示， 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城镇义
务教育容量， 将随迁子女义务教
育“全纳入”。

截至
2014

年底，全国随迁子
女在公办学校就学比例保持在
80%

。 此外，政府购买的民办学校
学位不断增加，

2014

年达到
124.6

万个。

2014

年学籍系统为
507

万名学生省内转学、

62.6

万
名学生跨省转学提供了服务。

下一步， 教育部将根据国务
院要求，研究制定相关文件，对保
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做出新
部署，提出新要求。

一是不断提高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保障水平。 增强公办中
小学接纳能力， 体现以公办学校
为主。 在超大城市和义务教育资
源承载力短缺的特大城市， 进一
步推动流入地政府出资购买民办
学校学额。

二是继续消除随迁子女就学
障碍。 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公
办中小学校要制定或主动公开相

关政策，明确随迁子女招生计划、

手续、时间等，简化就读手续，规
范入学程序。

三是加强随迁子女学籍管
理。 及时准确掌握随迁子女学
籍异动情况， 完善随迁子女综
合素质评价， 建立健全随迁子
女成长档案， 为随迁子女义务
教育后学习、 就业等提供基础
性保障。

四是进一步扩大城镇义务教
育容量，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全
纳入”。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