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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无锡就业收入稳定 社会保障健全

2005 年无锡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势头，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05 亿元，增长 15.1%；完成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181.68 亿元，增长 24.2%。依托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无锡市积极遵循市场经济特点和规律，合理配置劳动

力资源，深入开展“再就业工程”活动，逐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社会保障机制，就业形势较为稳定，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稳步提高。全市单位从业人员 55.54 万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25602 元，增长 15.7%。从总体而言，2005 年

无锡市劳动经济运行状况亮点多，成效高。

一、从业人员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就业队伍重新组合

2005 年底全市户籍人口 452.84 万人，比上年增加 5.65 万人。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下，广大劳动从业

人员主动适应改革的需要，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优化就业组合，求生存谋发展。

（一）完成国企三年改转制目标，企业竞争能力明显增强

2005 年，是完成国企三年改转制目标的最后一年，全市国有企业通过制度创新，按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的

要求进行改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步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法人实体和

市场竞争主体。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转制力度的加大，人员分流任务在无锡市得以顺利完成，大量富余人员

有序分流，国企“人浮于事”的弊病明显改善。2005 年底全市国有企业的单位从业人员 6.39 万人，比上年减少近 3万人，多年

累积的国有企业富裕人员问题得到明显缓解，经济效益明显好转，职工工资大幅提高，2005 年全市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为 28211 元，比 2004 年增长 20.9%。

（二）从业人员队伍结构优化，新兴行业成为就业新亮点

近年来全市在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实力的同时，更加注重不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积极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的

关系，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结构调整协调推进。农村劳动力继续从第一产业中剥离出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环境，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进程加快。在大力压缩煤炭、冶

金、石化、建材、机电、轻工等过剩生产能力，关闭技术落后、浪费资源、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的小企业的同时，积极鼓

励和扶持发展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和高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假期增多，社会上对社区

服务、房地产服务、旅游服务、医疗保健服务、文化、教育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快速增长，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就业结

构因此发生了相应变化，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持续减少，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持续增加。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从业人员的主要力

量，且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三）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就业空间更加广阔

近年来，全市积极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对劳动力需求旺盛，为城镇就业转移提供了很大的

空间，在劳动就业领域所占份额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城镇从业人员中表现尤为明显。2005 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数占城

镇从业人员的份额达到 83%，比 2004 年的 78.6%提高了 4.4 个百分点。

2005 年，全市城镇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其它单位从业人员已发展到 14.3 万人；外商

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单位从业人员达 16.1 万人，均比上年有较大增加。特别是全市城乡私个企业从业人员由 2004 年的 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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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发展到 2005 年的 110.99 万人，增幅达 28.2%。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无锡市的就业空间，形成了新的就业

增长点。

二、工资分配机制进一步激活，职工工资稳步提高

2005 年，全市在抓好稳定就业工作的基础上，注重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改革，经过几年的积极探索，在工资分配机制方

面取得了良好进展，如积极推广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有力保障了广大从业人员劳动收入的不断提高。

2005 年全市城镇单位共发放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128.9 亿元，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25602 元，比上年增加了 3476 元，

增长 15.7%。

从分行业看，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平均报酬水平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网络技术、电子通讯、信息技术、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从业规模不断扩大，其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也迅速增长。2005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45236 元，比上年增长 18.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在职

平均工资为 37005 元，比上年增长 12.8%。而金融、电力、煤气等一些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一直保持着较高

水平。2005 年，金融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43157 元，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38550 元，均比上年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分地区看，市区、江阴、宜兴平均劳动报酬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别由上年的 22986 元、21188 元、

18328 元提高到 2005 年 26491 元、24998 元、21136 元，分别增长 15.2%、18.0%和 15.3%。

三、再就业工程成效进一步显现，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

（一）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逐步形成

2005 年无锡市进一步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就业机制的步伐。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经过前几年的努力，无锡市逐步建立了用

人单位自主用人、劳动者自主择业的市场就业机制。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建设渐趋完善，劳动力市场逐步走向信息化、规范化

和现代化。2005 年，全市共举办有一定规模的招聘交流洽谈会 350 余场（其中，下岗失业人员专场近百场）；全市 256 个职业

介绍机构， 提供各类就业岗位信息 28.16 万个；有近 36 万人次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求职登记，推荐录用备案人数达 20 余万人

次。随着市场就业机制的建立健全，人们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较大转变，依赖政府、等待安置的传统就业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冲击，自主择业、自主创业和自强自立等新的就业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向市场要岗位、向社会寻职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劳

动力市场进一步活跃。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互动作用。就业渠道日趋多样化，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迅速发

展。在全市，已经出现了钟点工、小时工、临时工、季节工、阶段性就业、非正规就业等崭新的就业形态。

（二）大力开发再就业岗位，以提高素质为导向促进就业

党的十六大从政治的高度确立了再就业工程的地位，使再就业工程从过去简单意义上的促进下岗和失业职工再就业变为推

进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在无锡市各级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和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按照“鼓励兼并、规

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方针，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一方面加大对下

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力度。通过广泛开展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对下岗人员提供职业指导，提高下岗职工素质，增加其职业

技能，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开发再就业岗位。政府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社区服

务业作为扩大就业的主攻方向，开发和利用社区幼儿保育、养老服务、家政服务、社区保洁、保绿、保安、物业管理、交通协

勤等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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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14.5 万人次，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 60%。年初较高的失业率继续稳步下降，到 2005 年底，

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27%，为全省最低，比上年末又下降了 0.21 个百分点。

四、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弱势群体受到关注

2005 年，全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

障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一个保障制度规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

正在逐步形成。

（一）扩大社保覆盖面，积极构建社保新框架

经过几年的积极探索和努力，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覆盖了全市城镇大部分企业和职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进一步向非公

经济单位和新办企业覆盖。

到 2005 年底，全市参加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 128 万人，比 2004 年增加了 19.19 万人，增长 17.6%；参加失业保险

的职工为 90.8 万人，比上年增加 7.6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 150.82 万人，比上年增加 23.45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

人数为 85.22 万人，增加 14.8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为 82.16 万人，增加 12.5 万人。

（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为保证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2005 年，各级市政、社会和企业各方面积极筹措生活保障金，确保下岗失业人员从各种

渠道领取生活保障金的比例达 100%。下岗职工生活保障的高覆盖率保证了这些家庭的基本生活来源，对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的顺

利进行和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 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三条社会保障线衔接日渐紧

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 100%。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得以完善，缓解了下岗失业人员和社会弱势群体生活

困难带来的矛盾，为推进再就业工作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全市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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