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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城镇新增就业32.43万人。同时，加大招聘力度，

加 快 实 施 进 度 ， 持 续 加 码 稳 就 业 ， 下 半 年 省 属 及 各 市

（区）事业单位计划招聘4109人，并计划挖掘政策性岗

位8.55万个，将事业单位空缺岗位的70%用于招聘高校毕

业生。

对照共同富裕目标，陕西省就业仍有短板

未来一段时期，陕西省仍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技术进步、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等因素诸多挑战，就业

质量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相比，还存在突出短板

和不适应。

从就业需求看，总量压力不断加大。陕西省计划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40万人以上，而全省2022届高校毕业生

达41.5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总量及增幅均创历史新

高。从岗位供给看，供需预期差距加大。当前，市场主

体不够活跃，就业人员失业风险高。外出务工形势普遍

不乐观，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就地就近就业，但当

地政府还没有做好承接的准备，岗位供需矛盾凸显。从

供需匹配看，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大。2022年，西安市一

季度求人倍率约为2.09，需求大于供给。但从求职人员

构成来看，一季度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占比66.06%，

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占37.94%，应届高校毕业生占新成

长失业青年的54.56%。招工难与就业难“两难并行”，

总体资源匹配效率不高。加上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劳

动力供给结构显著变化。从内外环境看，就业压力持续

加大。内外经济环境复杂严峻，周期性、结构性、摩擦

性矛盾纠缠交织，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技术进步日新月

异，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升，失业风险增加。特别

是近年来疫情多点散发，有的城市不时按下“慢行键”

“暂停键”，封控管理区域部分停工停产，产业链供应

链遭遇堵点。

立足新时代新要求，推动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期盼拥有更高质量的

就业，不仅能满足生活基本需要，还能施展才华、建功

立业。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提出要“实

施就业优先战略”，把它提到了战略高度，确立为全局

性、前瞻性、长远性的国家战略。接下来，我们要全面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 以 提 高 就 业 服 务 质 量 为 抓

手，持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聚焦市场主体，强化政策激励。陕西有超过500万户

市场主体。稳住这些市场主体，才能稳住经济大盘，才

能保障就业和民生。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

援企稳岗，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助力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从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引更多人才。

加强对初创实体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

和服务支持创业。用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工具，推动金

融系统减费让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加大科技企业

孵化器等载体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力度，提升各类孵化载

体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效能。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扶持

政策，为稳就业提供强劲保障。探索建立新就业形态就

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机制，补齐权益保障短板。

抓住重点群体，强化就业帮扶。要实现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抓住重点群体是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要

求，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

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要加强对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创业帮扶，积极创造更多适合毕业生的知识

型、技术型、创新型岗位，鼓励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

到新兴产业、中小微企业、基层以及平台经济、共享经

济等新业态新模式领域就业创业。加强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服务，引导退役军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支持农

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开发出更多公益性岗位，提升公益

事业吸纳就业能力。加强对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等

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深入摸排、建立台账、动态管理，

提供“一对一”精细化服务。

鼓励创新创业，拓展就业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把

创新摆到了更高位置，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并首

次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要进一步完善

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促进新产业新业态蓬勃

发展，不断扩大就业“蓄水池”。强化灵活就业支持，

扶持零工市场、平台就业，丰富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支

持毕业生灵活就业和自主创新创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支持发展新产

业、新业态，大力开发就业岗位。稳步推进企业数字化

升级，形成系统化政策扶持，建立统筹资金、技术、技能

培养的政策体系，实现就业技能结构平稳转型。鼓励岗位

增强型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

完 善 技 能 培 训 ， 破 解 结 构 矛 盾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中强调，要“健全终身职业技

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要深入实施

“技能陕西”行动，努力提高农民工、大学生和在职员

工，尤其是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

造就一支高素质产业大军。积极响应和适应新形势新变

化，深化以培养实用技术技能为主线的教育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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