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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形势2015

进口食品、洋酒、生鲜……爱“海
淘”的市民明年可能在合肥就淘到宝
贝，而且价格还比市场上便宜30%~
40%，因为合肥综合保税区展示交易
中心有望于明年投入使用。

昨日，合肥综合保税区顺利通
过了由海关总署牵头，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
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外汇
管理局等国家十部委组成的联合验
收组验收，并获颁验收合格证书。

记者 沈娟娟

政府承诺
全年购买5万个公益性岗位

根据我省计划，今年将购买5万个

公益性岗位，提高岗位质量，为困难人

员提供就业托底；制定高校毕业生基

层特定岗位开发管理办法，建立工资

正常增长机制，稳定提供1.2万个基层

岗位吸纳就业困难毕业生；继续开展

就业见习，组织1.1万名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参加见习。

在创业领域，我省将支持新建4个

至5个省级青年创业园，新认定30个

省级小企业创业基地，扶持留学生创

业园和民营创业孵化基地发展，增强

创业孵化能力；创新创业融资渠道，推

进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全年新发30亿

元以上。

发布一条招聘求职信息
全省都知晓

今年，我省将建成就业网上办事

系统，解决就业服务“最先一公里”和

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

建设全省公共招聘信息网，实现供求

信息“一点发布、全省共享”，为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搭建信息化对接平台。

今年将适时调整
全省最低工资标准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推进劳动

用工互联网备案，修订《安徽省最低工资

规定》，建立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

度，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适时调整全

省最低工资标准。

就目前来看，我省月最低工资标

准已经低于全国多数省份，较周边的

上海（1820 元）、浙江（1650 元）、江苏

（1630元）等地差别较大。

我省拟重启划定
企业工资指导线

与适时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一

样，我省还计划适时发布企业工资指

导线。

据悉，工资指导线适用于全省各

类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对企业工

资分配具有指导作用，但并不具备强

制性，企业是否为职工涨工资仍是自

主行为。但对于建立了工资集体协

商机制的企业来说，职工就可以以该

工资指导线作为协商的重要参考。

今年我省就业岗位缺口或达48万个
计划拿出5万个公益岗位，将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明年，不出合肥就能“海淘”

在合肥综合保税区中，“进口商品交易展

示中心”的建设让很多市民都很关注。

“商品展示交易区不在一期建设内容中，

所以现在还没有建，目前正积极准备方案提

交规委会审查，力争今年开建，预计明年年底

前能投入使用。”合肥新站区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市场星报记者采访时称，这个交易展示中

心面向市民开放，面积大约有8万平米，“比

如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俄罗斯等

地的特色产品等，市民在合肥综合保税区内

就能买得到。”

相比自己从市场上购买，进入综合保税区

的商品征收的关税要低得多，而且保质保量，

“省去中间环节，价格至少会便宜30%~40%。”

4项目已敲定，6项目正洽谈

联合验收组的工作人员认为，合肥综合

保税区各项监管设施健全，基础设施完善，符

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基础和安监管设施验

收标准》和发展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据介绍，合肥综合保税区是安徽省首家

也是唯一一个综合保税区，于2014年3月17

日获国务院批准设立，2014年6月正式开工

建设，规划面积2.6平方公里，位于合肥市新

站综合开发试验区新蚌埠路与东方大道交口

东北角。

“以新型平板显示终端产品制造、电子信

息元器件加工、智能装备制造等产业为特色，

充分发挥综保区保税加工、保税贸易、保税物

流功能。”相关负责人解释，合肥综合保税区

将着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国际贸易基

地、现代物流基地和进口商品展销中心。

市场星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4家重

点项目落户综合保税区。此外，还有6个项

目正在洽谈中，投资总金额达到数百亿元。

“晶圆生产基地项目、超高压电缆材料项

目、驱动IC封装测试生产基地项目、汽车半

导体封装项目等先后入驻。”上述负责人透

露，6个项目正在洽谈中，涉及平板显示、跨

境电子商务、银行后台数据中心等。

合肥综合保税区通过国家验收

市民不出合肥就能“海淘”，价格便宜30%~40%

3月 17日，市场星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2015年，我省就业任务依然繁重，全省需在城镇就
业的劳动力约138.7万人，新增就业岗位90.7万
个，总量压力较大；全省应届高校毕业生31万人，
加上历年未就业的，总量将达34万人，高校毕业生
就业压力不减。对此，我省今年拟拿出5万个公益
岗位，并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记者 祝亮

招工难、高校生供求不匹配
等问题凸显

“进入2015年，我省就业工作面临着新

的挑战和机遇，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

据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分析，我省经济

发展与就业增加的关系正在发生新变化。

一方面，化解产能过剩、推动转型升级以及

部分企业困难加重，可能带来行业性、区域

性失业风险加大；另一方面，发展新兴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带来的是

就业弹性的提高、岗位质量的提升、智力型

岗位的激增。

从就业主要矛盾来看，过去是以总量矛

盾为主，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现在是结构

性矛盾突出，招工难、技工缺、高校毕业生

供求不匹配等问题更加凸显。

人力资源买方市场的时代
渐成过去

从劳动者需求来看，过去人力资源市场

是买方市场，劳动者的首要诉求是找到一份

工作、实现就业，对劳动环境、就业权益等要

求相对不高；现在人力资源供求格局正在发

生深刻变革，劳动者就业选择性、话语权增

大，对公平就业、体面劳动的期待越来越强，

诉求表达方式、表达渠道也在变化，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任务更加艰巨。

今年我省岗位缺口达到48万个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就2015年

而言，就业任务依然繁重。一是总量压力依

然较大，全省需在城镇就业的劳动力约

138.7 万人，而新增就业岗位只有 90.7 万

个，岗位缺口达48万个。二是高校毕业生

就业压力不减，全省应届高校毕业生31万

人，加上历年未就业的，总量将达34万人。

三是经济形势变化对就业影响逐步显现，部

分困难企业（包括化解产能过剩）预计有6

万职工需要转岗或再就业，沿海地区农民工

集中返乡的风险也在加大。”

就业对策2015【2014年安徽就业创业大数据】

城镇新增
就业67.07万人

年末城镇登记
失业率3.21%

全省劳动生产率
达48559元/人

全省劳动生产率比
上年增加3221元/人

劳动合同签订
率达97%

集体合同覆盖
率达78%

高校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89.6%

年末总体
就业率95.75%

全省新登记
私营企业11.7万户

新登记私营企业
增长62.24%

新登记私营企业
吸纳就业41.2万人

全省新登记个体
工商户27.58万户

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增长11.91%

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吸纳就业63.29万人

就业

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