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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习近平

今天进行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目的是结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总结新时代

就业工作成就和经验,分析当前就业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研究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和举措。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

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党对此历来高度重视。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强化就

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有效应对外部压力、内部困难特别

是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城镇新增就业年均 1300 万人,城镇调

查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在 14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比较

充分的就业,为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就业工作规律的认识,积累了许多经验,

主要包括:坚持党对就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

本,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依靠发展促进就业,坚持扩大就业

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相结合,坚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坚持创

业带动就业,坚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等。

这些经验十分宝贵,要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同时要看到,就业工作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发展

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稳

增长、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人口发展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

口增减分化以及经济数字化转型等趋势对就业的影响逐步加深,结

构性就业矛盾不断凸显;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

提升就业质量已经成为劳动者的迫切愿望。

党的二十大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

着眼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了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在宏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包括就业

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

系和谐等;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

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当然,

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大家

依靠努力奋斗创造幸福生活,不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

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

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基础,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抓

手,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这里,我着重强调 5 点。



第一,始终坚持就业优先。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自

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

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

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

位。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不断细化

优化社会分工,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

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要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

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

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

方式。

第二,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是当前

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加快塑造

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要

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

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动态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进职普融通、产

教融合、科教融汇,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力求做到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才,提升

就业质量和稳定性。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正确就业观,营造“职业无

贵贱,劳动受尊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基层就业,

同样出彩”等有利于就业创业的良好舆论氛围和包容社会环境,以



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较大用工缺口

的原因,找到有效补缺办法,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

人没活干”的问题。

第三,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要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

位,鼓励青年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

业创业,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确保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

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

业并重,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着重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

才下乡创业。

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

贫。加强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落

实就业援助措施,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做好退役军人、妇女等群体就业工作。

第四,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制约提升就业质

量、扩大就业容量、优化就业结构的卡点堵点问题。完善就业公共

服务制度,打造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

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就业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专业化

水平。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优化创业服务,提升创业

质量。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营造公平就业环境,坚决

破除影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

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第五,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

形态劳动基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加

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有

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等乱象。

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就业当作民生头

等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机制,增强工作合力。要加快

建构中国就业理论体系,积极讲好中国就业故事,有效提升我国在

就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 5月27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

四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1、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

过程,提高（）的就业带动力。 （5~20 分）

A. 理念 （5 分）

B. 就业 （5 分）

C. 过程 （5 分）

D. 发展 （5 分）

2、要强化重大（）、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

推动财政、（）、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与就业政策协调

联动、同向发力,构建（）友好型发展方式。 （5~20 分）



A. 政策 （5 分）

B. 货币 （5 分）

C. 政策 （5 分）

D. 就业 （5 分）

3、稳定脱贫人口（）规模和务工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

加强对（）、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群体的帮扶,落实就业

援助措施,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确保（）家庭动态清零。 （5~20

分）

A. 务工 （5 分）

B. 大龄 （5 分）

C. 困难 （5 分）

D. 零就业 （5 分）

4、完善就业公共服务（）,打造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

便捷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就业公共服务（）和均等化、

专业化水平。完善促进（）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优化创业服务,提

升创业质量。 （5~20 分）

A. 制度 （5 分）

B. 全方位 （5 分）

C. 可及性 （5 分）

D. 创业 （5 分）



5、加强灵活就业和（）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扩大（）伤害保障试

点,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制度。加强市场（）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有效治理就业歧视、（）、违法裁员等乱象。 （5~20 分）

A. 新就业 （5 分）

B. 职业 （5 分）

C. 监管 （5 分）

D. 欠薪欠保 （5分）

提交

党员学习暨测评成绩信息表

序号 姓名 测评成绩 序号 姓名 测评成绩

1 李德文 100 20 金 磊 100

2 梁建仓 100 21 付志义 100

3 张晓桐 100 22 张 镇 100

4 张兴茂 100 23 杨诗栋 100

5 刘彦寿 95 24 王 勤 100

6 王金瑞 100 25 潘金平 100

7 韩东润 100 26 张 军 100

8 张立志 100 27 侯金钟 100

9 李立庆 100 28 吕兴潮 100

10 马 明 100 29 王天鹏 100

11 李进新 100 30 马维克 100

12 崔小伟 100 31 刘玉平 100

13 宗宏三 100 32 王武天 100

14 马健业 100 33 余 枭 100



15 魏金宝 100 34 赵 杰 95

16 冯志军 95 35 田盛涛 100

17 王彦平 100 36 周宏卫 100

18 沈 渊 100 37 杨自江 100

19 韦 琦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