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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干部培训教材·劳动和社会保障岗位资格证书考试教材：就业促进与
职业能力建设》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
有关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以增强工作本领、
提高能力素质为核心，以系统各级各类干部基本公共需求为导向，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法规、
基本业务知识、基本理论和技能训练为内容，准确把握教材开发定位，科学设计教材课程体系，合理
组织教材编写内容，力求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在教材编写中，始终坚持以下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准确把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新形
势、新任务，确保教材服从并服务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二是充分汲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工作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成果，确保教材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三是切实适应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新
需求，确保教材的生命力。
　　为增强教材的针对性和可读性，要求教材的呈现方式生动新颖、内容活泼，通过本章导读、案例
研究、关键概念、新闻摘录、阅读参考、阅读链接等多种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地帮助系统干部学习
掌握业务知识，提高能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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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发展历史　　我国的公共就业服务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开始起步，伴随着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人力资源市场的培育，不断发展并逐步形成体系。
总体来看，我国公共就业服务的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共就业服务初创阶段（20
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业领域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指标控制、统包统配的
城镇就业制度，实行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三结合）的就
业方针，市场机制逐渐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出现了以劳动服务公司为代表的就业服务机构
雏形。
劳动服务公司出现于上海，是由政府劳动部门倡导，集安置就业和培训于一体的组织形式，受到社会
各方面的欢迎，逐步承担起组织管理社会劳动力、促进就业的多种职能。
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劳动服务公司已在全国基本普及。
同时，随着我国人事制度改革，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地区原人事部门开始设立人才交流中心，为本
地招聘人才提供交流服务和人才管理。
　　第二阶段：就业服务体系逐步成型阶段（20世纪90年代）　　8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对于劳动力
资源的配置作用日趋明显。
在农村，土地包产到户改革后，乡镇企业采取灵活的用人制度.解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在城镇，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形成了一条完全靠市场调节的就业渠道。
“城乡隔离”逐渐打破，几千万农民进城务工，形成规模庞大的“民工潮”。
在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过程中，也开始打破“统包统配”的就业方式。
市场机制在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和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等就业的增量部分中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的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进入90年代后，随着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应运而生。
原劳动部门举办的就业服务机构逐步发展成为由职业介绍、就业训练、失业保险、生产自救4项主要
服务工作相互配合的就业服务体系。
各省、市和主要区县劳动部门相应成立了专门管理就业服务的机构，兴办了职业介绍中心、就业训练
中心、失业保险所和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中心等服务实体，初步建立了针对登记失业人员的生活保
障、介绍就业、组织培训、促进就业的一整套制度和优惠政策。
公共就业服务网络体系初具规模。
同时，各级政府鼓励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举办职业介绍机构，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发展迅速，成为
就业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
这一期间.全国各地的省、地、县各级也普遍建立了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主要承担档案管理、毕业生就
业手续办理、市场信息发布、组织人才招聘会等工作。
　　第三阶段：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建立完善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90年代后期以来，随
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企业职工下岗问题日益突出。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
，将建立市场就业机制作为其中的工作目标之一，按照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要求，大力加强人
力资源市场建设；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开设专门服务窗口，加强对下岗职工的职业指导，并实行免费
服务。
为此，原劳动保障部自1999年开始，组织全国100个大中城市开展“三化”建设试点，着力完善公共就
业服务的功能。
2000年底，原劳动保障部颁布的《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中，专设“公共就业服务”一章，明确规定
了公共就业服务的性质、内容、免费服务对象，以及政府组织开展公共就业服务的职责。
2002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其中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对全部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对城镇就业转失业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提供
免费再就业培训，所需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中央财政对困难地方给予适当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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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共人才交流服务工作也基本定型，其服务职能主要包括：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引进人才
，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政策咨询、专场招聘、人事档案相关事务代理等服务，开展互联网人才求职
招聘服务，提供社会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为流动党员提供组织和管理等。
2003年，在总结劳动力市场“三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提出就业服务要实现
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简称“新三化”）的要求。
“新三化”建设要求的提出，是在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自身建设基本完成以后提出的更高要求，标
志着我国全面进入建立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新时期，确立了我国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基
本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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