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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新疆近年来就业形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情况、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等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了
解决新疆地区就业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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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们正处于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时期 ,
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 ,就业结构同时也发生着改变。实践证
明: 首先 ,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是一个大方
向 ,是扩大就业的主要出路之一。其次 ,从所有制结构调整来看 ,
国有企业正在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 ,鼓励非公有制和个体私营
经济大力发展 ,为就业和再就业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 再次 ,小
企业的发展也成为一个主要的就业渠道 ,加快促进新疆中小企
业大力发展 ,成为增加就业的一个有效途径。

1、新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情况分析
1. 1各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情况
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呈逐渐下降趋

势。在最近 20年中 ,新疆第一产业发展过程分为两段: 第一阶段
为 1985到 1995年 ,其产值平均降低速度为 1. 18% ;第二阶段为

1995年至今 ,这段时期对该产业的调整力度明显加大 ,平均降
低速度为 7. 11%。

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呈起伏波动状态。 第二
产业调整可分为两段: 第一阶段为 1985到 1990年 ,其产值占
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第二阶段为 1991年至今 ,其产值占

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第二产业因工业化程度较低 ,农业向
工业化过渡阶段还在进行 ,所以第二产业仍占有相当比例。

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 其产
值占 GDP的比重从 1985到 2006年 ,平均递增 2. 64% ,快于全
国 1. 21%的递增速度 ,该产业在新疆国民经济中逐渐占有主导
地位 ,但与发达国家三次产业国民收入比重相比 ,新疆仍存在着
很大的差距。

1. 2与各产业相对应的就业结构发展变化情况
表 1.各产业各年份就业情况一览表

年份
城镇就业人员
总量 (万人 )

城镇失业人口
(万人 )

就业率
%

第一产业安置就
业人员比例%

第二产业安置就
业人员比例%

第三产业安置就
业人员比例%

2000 346. 19 44. 66 87. 1 53. 51 14. 23 32. 26

2001 365. 43 48. 97 86. 6 50. 18 12. 17 37. 65

2002 331. 64 48. 75 85. 3 41. 26 13. 13 45. 61

2003 337. 91 56. 09 83. 4 33. 01 14. 87 52. 12

2004 347. 43 59. 72 82. 8 26. 62 17. 31 56. 07

2005 356. 78 67. 07 81. 2 20. 78 21. 16 58. 06

2006 357. 21 68. 23 80. 9 17. 60 22. 19 60. 21

　　本表数据根据 2006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辉煌 50年》
和《新疆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呈下降趋势。 1986年新疆第一产业就业
比重为 61. 26% ,到 2006年降低到 17. 60% (见表 1及条形图 ) ,
20年间降低了 43. 66个百分点 ,年平均降低速度约为 2. 18% ,
说明剩余劳动力正在从第一产业逐渐转出。

第二产业占全社会的就业人数的变动呈起伏波动状态。 大
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业比重处于上升态势 ,即由
1985年的 15. 18%上升到 1994年的 18. 17% ,增长了近 3个百
分点 ; 第二阶段就业比重处于下降态势 ,即由 1995年的
18. 13%下降到 2001年的 12. 17% ,降低了近 6个百分点 ;第三
阶段处于上升趋势 ,即由 2001的 12. 17%上升到 2006年的
22. 19% (见表 1及条形图 ) ,上升了近 10. 02个百分点。 这种变

化与全国演变趋势基本相同 ,说明第二产业大量剩余劳动力已
从其中有效地转移出来。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大体上呈上升趋势。 1985年第三产业的
就业比重为 19. 19% ,到 2006年上升到 60. 21% ,增长了近
41. 02个百分点 ,年平均递增速度约为 2. 05% ,与全国年平均递
增速度基本相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态势 ,充分说明新疆
第三产业具有较强的吸纳劳动力的特征。

2、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 1)经济与就业“同步增长”的问题
通过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就业 ,扩大就业机会 ,但近年来经济

持续稳定增长 ,就业问题却日益突出。
( 2)第三产业和个体、私营企业成为主要的城镇就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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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增长点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特别是社区服务业和旅
游业以及个体、私营企业。据统计 , 2006年新疆国有集体企业就
业仅占到 25. 12% ,非国有经济就业占到 75. 88%。 第一、二、三
产业安置就业人员比例分别为 17. 60% 、 22. 19%和 60. 21% (见
表 1)。但是由于目前新疆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还不
发达 ,吸纳就业能力非常有限 ,加上管理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不够
完善等原因 ,大部分就业岗位被流动人员和农民工所填补 ,城镇
下岗失业人员通过这一渠道就业的并不多。

( 3)下岗再就业初显成效但形势不容乐观
据有关部门介绍 ,从 1998年起 ,自治区地方系统共有 2372

家国有企业先后实行了下岗分流 ,其中有 1537个企业的 57. 83
万名职工被安排到再就业服务中心 ,这些人员中 ,有 23万人实
现了再就业。从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数据显示:下岗失业人员逐
年增加 ,再就业压力相当沉重。

( 4)就业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构成了一定
的压力

　　 (由表 1. 中数据和上面的折线图 )可以看出:下岗失业人员
逐年不断增加 ,就业率逐年降低 ,由 2000年的 87. 1%降低到
2006年的 80. 9% ,社会低收入群体因就业不足而无法获得稳定
的收入 ,直接导致社会消费需求受到遏制。

3、影响就业的主要原因
( 1)第三产业发展尚不完善 ,仍需进一步发展
经济稳步增长与就业压力并存的状况 ,与新疆目前经济增

长的结构有很大关系 ,在新疆的经济增长中 ,极具就业吸纳潜力
的第三产业和小企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 ,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
质量效益都不尽人意 ,因而未能起到其应有的大量吸纳劳动力、
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

( 2)社会提供新增就业岗位十分有限 ,劳动力资源供大于求
的矛盾十分突出

据统计和推算 ,即使保持现在的高经济增长速度 ,新疆每年
新增就业岗位最多也只有 8万个左右。因此 ,新疆现有的经济发
展规模和结构布局中提供的就业岗位极为有限。 从劳动力资源
供给方面看 ,新疆劳动力资源总数保持着持续增长态势 , 2006
年与 2000年相比增长 74. 9% ,年均增长 5. 3% ,劳动力资源供
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 3)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随着科技进步和企业产品升级换代 ,普通工种劳动力过剩

和高新技术工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并存 ,将极大地影响劳动力
就业的质量和数量。 而且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不够完善制约着
就业工作。

( 4)现行体制和政策环境与就业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不
相适应

首先 ,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劳动法律法规
等 ,主要是针对城市正规就业的全日制职工设计的 ,对于自谋职
业者、从事非连续、非全日制工作的再就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 ,
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适应 ,突出表现在从事这类就业的人员普
遍没有社会保险 ,一旦出现劳务纠纷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
到保障 ;其次 ,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领
域存在着种种限制 ,行政审批过多、程序复杂 ,民间创业受到抑
制 ;另外 ,小规模经营很难在投资、融资、税收等方面享受到政策
优惠和照顾 ,由于缺乏良好的发展环境 ,限制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4、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
( 1)通过职业培训为就业做准备
首先 ,要明确培训对象 ,包括初次求职人员、下岗职工和失

业人员、在职人员、转岗人员、转岗转业人员、个体劳动者、农村
进城务工人员和农业劳动者、少数民族人员和现役军人及军队
转业人员、其他需要学习 、掌握和提高职业技能的劳动者。其次 ,
培训的专业既要针对市场需求又要根据培训对象的自身条件 ,
使得培训工作落到实处。 第三 ,要保证质量 ,提高劳动者的整体
素质 ,使其具有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第四 ,突出培训的实用性。
如:对那些家庭困难大、文化和技能水平偏低的中年下岗失业人
员 ,可对他们实行短期、实用特点突出、技术难度较低、社会紧缺
的专业培训 ,如家政服务 、社区服务等。

做好就业培训工作 ,应解决以下问题:第一 ,加强职业培训、
职业技能鉴定和就业服务工作等各方面的统筹规划 ,建立协调
运作的工作体系和机制 ;第二 ,在保证就业培训机构原有经费来
源的基础上 ,拓宽经费筹集渠道以扶持培训机构 ;第三 ,培训机
构可以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引导和动员技工学校等职业培训
机构积极承担再就业培训任务 ;第四 ,加强就业培训教学研究和
教学指导 ,有计划地开展师资和管理人员培训。

( 2)积极开拓新的就业空间
首先 ,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 ,第三产业是扩大就业的主要出

路之一。 据有关资料 ,发达国家该产业的从业人员一般在 70%
左右 ,发展中国家平均在 40% ,我国只有 28% ;发达国家社区服
务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 30% ,我国还不到 1%。受目前发展
水平的限制 ,在新疆地区所占比例就更低。 其次 ,从所有制结构
调整来看 ,国有企业正在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 ,鼓励非公有制和
个体私营经济大力发展 ,可为就业和再就业提供了一个重要途
径。 再次 ,在企业结构调整方面 ,中小企业的发展成为一个主要
的就业渠道。 在发达国家 , 90%的就业岗位是中小企业提供的。
目前 ,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 800万家 ,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99% ,
它们创造了 60%左右的工业产值 ,提供了 75%的就业岗位。 加
快促进新疆中小企业大力发展 ,必将为增加就业开辟一条新路。

( 3)解决后顾之忧: 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十五”计划强调要加快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

保障体系 ,这样有利于劳动力在不同企业间的合理流动 ,劳动力
市场的健康发展 ,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
同时也使非公有制企业容易吸引到急需的有用人才 ,迅速发展。

5、结束语
影响新疆地区就业的因素还有很多 ,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

讨和研究 ,以更好地解决我区的就业矛盾 ,实现人们安居乐业 ,
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解决就业问题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有
待于我们更加深入的学习和思考。 (下转第 64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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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2:

总计 ( T )
接待人数

Nigh ts

同比增长

Grow th

接待人天数构成 ( Breakdown of nights)

外国人

( Fo reign)

港澳

( HK M ac)

台湾

( Taiwan)

青海 QH 4424 17. 25 4010 171, 18 225

甘肃 GS 21182 16. 63 17433 1253, 36 2460

西藏 X Z 25389 21. 71 23778 400, 301 910

　　数据来源: 国家旅游局

青东旅游开发发展明显处于落后地位 ,甘肃、西藏旅游业大

致处于同一水平线。 青海与甘肃 ,青海与西藏之间的区域合作 ,

实现优势互补和差异化发展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②旅游效应

旅游活动对于环境空间和社会文化等都会产生影响 ,我们

称之为旅游效应。 旅游业的发展取决与是否有拥有众多未被破

坏和污染的高品质资源 ,是旅游开发的基础 [2]。旅游社会文化效

应: 旅游对于目的地的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旅游目的

地的居民往往对与旅游者的态度会经过“欣喜—冷漠—恼怒—

对抗” ,但这种变化将对旅游地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旅游会导

致文化采借、摩擦、潜移 [2]。旅游发展中 ,外来的农耕文明是否会

吞没弱势游牧文明。旅游是否会导致两个文明的融合 ,从而使游

牧文明特色减弱 ,应该引起重视。青海东部和西藏拉萨地区是藏

传佛教文化的代表区域 ,随着旅游者的大量涌入 ,是必对于传统

的文化产生冲击 ,年轻一代容易追随外来的强势文化 ,逐渐放弃

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在云南彝族旅游区年青人放弃了

传统的服饰、离开古老的村寨、传统手工艺得不到传承。对于青

海来说 ,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其品牌的基础 ,旅游业界更应该未雨

绸缪。

③旅游地的生命周期

任何一种旅游地都会经历一个生命周期 ,一般来说可划分

为介绍期 (推介期 )—— 成长期 (发展期 )—— 成熟期—— 衰退

期。如孟达天池、坎布拉、隆务寺等都处在成长期 ,其普遍的特征

是资源品质高、保存完整、未受明显得破坏 ,旅游开发的潜力巨

大 ;青海湖、塔尔寺等景区则处于成熟期。随着过度放牧、大面积

开垦草场 ,该区域草场退化严重 ;受气候变化、旅游开发等影响 ,

青海湖沙漠化趋势日益明显 ,年均扩散率 4. 67% ;其中最为重

要的旅游景区—— 鸟岛正面临全面沙化的威胁 ,可以说青海东

部旅游区的王牌—— 青海湖景区正逐步由成熟期转向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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