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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史密斯模型的东川区残疾人就业政策研究

宋 月

昆明市东川区残疾人联合会 云南 昆明 654100  

摘 要：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可以促进残疾人生活质量的提升、缓解残疾人家庭的生活负担，实现残疾人的幸福生

活。本文对东川区残疾人就业政策的研究，使用史密斯模型分析东川区残疾人就业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

政策内容、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提出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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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Policy in Dongchuan District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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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lving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the disabled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alleviate the 

living burden of their families, and realize the happy life of the disabled.This paper studies the employment policy of the 

disabled in Dongchuan District,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using the Smith model, and proposes solutions from four 

aspects: policy content, implementation subject, target group and polic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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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保障残

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发展，“十三五”时期，残疾人事

业取得重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

能少”的目标如期实现，710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

人脱贫，城乡新增180.8万残疾人就业，1076.8万困难残

疾人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十四五”时期，要继续

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团结带领残疾人和全国人民一道，

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共

建共享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一、东川区残疾人就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截止2022年2月，东川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下

发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云南省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和《东川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精神，东川区7173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全

部如期脱贫，2016年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全面实施

以来，累计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2855.54万元，平

均每年度惠及残疾人5994万人次。有需求的残疾人基本

康复服务覆盖率每年均达90%以上，提供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130人次。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超过95%，

累计补助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1163人次，发放助学补

助93.04万元。

健全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完善覆盖城乡的残疾人

就业服务网络，加强东川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

设，明确机构性质、保障条件、专业人员配备等要求。持

续做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服务，扶持残疾人及其家属

就业创业，确保零就业残疾人家庭至少有1人实现就业。

利用信息化手段全面准确掌握残疾人就业及培训状况。

二、东川区残疾人就业情况

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区共有持证残疾人16506

人，占全区总人口的6.35%，按残疾程度划分，重度一二

级残疾人5916人，三四级残疾人10590人；按户口划分，

残疾农村残疾人为13928人，居民残疾人为2578人。	

其中按比例就业327人。依据1家省级就业示范基地

和5家市级扶贫基地实现残疾人集中就业54人，个体就

业78人。公益性岗位18人	，辅助性就业51人；灵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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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23人。从事农业“种养加”（种植业、养殖业、农产

品加工业）212人。

三、东川区残疾人就业效果欠佳的原因

（一）政策内容

当前，涉及残疾人就业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但是更为

细致的保障残疾人就业利益的法律法规却很少。目前与

残疾人就业相关的文件主要是各个部委的通知为主，在

法律上效力不太高，政策的执行相对较弱，效果不理想。

现实中残疾人就业存在较大困难，就比如云南省行

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集体经济

组织残疾人在职职工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

数的1.5%，刚刚符合国家划线，远低于发达国家。

这个标准的设置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是不合理的，	

“一刀切”的安置比例忽视了公共部门和民营企业承当

社会责任的不同，另外，也忽视了残疾人每个人的情况

不一样，有的残疾人并不适合或者无法从事某些行业或

者某些特殊岗位。在东川区调查残疾人就业情况中也发

现部分企业对政策有一定的看法，当地公共部门也在积

极的加以解决。

（二）执行机构

残疾人就业政策涉及的主体较多，本文主要选择执

行机构包括负责残保金征收的残疾人联合会及税务部门

和负责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

在残疾人就业调查中发现企业执行残疾人就业政策

自觉性相对较差，落实不到位，缴纳残保金数额不足等

现象。如表2所示，调研中的26家企业有61.54%选择

“挂靠”的形式，有26.92%的企业足额缴纳残保金，有

11.54%的企业没有按照残疾人就业也没有缴纳残保金，

甚至其中还有小部分企业宁愿缴纳残保金，也不愿意安

置残疾人就业，这些情形均导致政策执行偏差。

（三）目标群体

政策效果的执行是否较好，主要看残疾人是否解决

了就业带来的生存问题，也就是残疾人的就业人数和就

业率就是目标考核的最佳指标，但是由于残疾人自身因

素多样，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

在东川区调研残疾人就业情况时发现残疾人未能

实现就业的原因（如表3所示）主要自身残疾限制，占

比最大，为52.94%，没有信心融入社会的人数占比

18.38%，缺乏职业技能的人数占比24.26%，其他情况占

比4.41%

从中发现影响残疾人就业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自身残

疾限制，导致他们无法从事企业的很多工作岗位。另外，

也发现残疾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要比正常人低，导致缺乏

职业技能，使得他们更难融入社会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四）政策环境

目前的政策更多通过直接扩大供给与营造良好的就

业环境促进残疾人就业。但是在东川区残疾人就业调查

中发现，社会对残疾人或多或少还是带有一定的歧视，

这样也导致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的难度增加，形成了较

为严重的障碍环境。这样既挫伤了残疾人的就业热情

和生活热情，也使得残疾人就业政策难以落到实处。

东川区残联积极的对残疾人进行心理辅导，同时在社

会上也积极宣传“平等、互助、有爱”，尽力破除这种

障碍环境。

另外，在东川区调研中也发现残疾人对生活环境的

适应程度不太理想，对于大多数残疾人而言工作地点并

不适合离家较远。比如是否为听力有障碍的残疾人配备

与人沟通的设备、是否为视力有问题的残疾人设置盲道，

在工作单位是否配备相应的无障碍设置以及通勤等等，

都直接影响残疾人就业。

四、东川区残疾人就业优化

一般来说，残疾人就业的实现主要体现在：第一，

残疾人具有一定的就业能力与就业意愿，且持有残疾人

证；第二，用人单位与残疾人的区域分布应大致相当，

以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区域性平衡。下面将从政策内容、

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对残疾人就业

进行优化。

（一）政策内容

1.不断完善和保护残疾人就业的政策体系

不断完善残疾人按比例就业、自主就业创业以及残

疾人税收优惠等相关促进政策，同时各级各部门切实履

行职责，确保政策进一步落地落实。如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央编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和中

国残联五部门共同印发了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落实。

2.完善残疾人就业执行情况

在考核残疾人就业执行情况的时候，可以参考国外

欧美国家采用记点法进行人数计算，而不是直接采用就

业人数来考核。也就是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类型与等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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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点数，然后用相应的点数考核就业执行情况。比如具

体操作如下：

首先，对残疾人的残疾类型进行区分。例如，听力

残疾计1分，视力残疾计2分，依次计分。其次，对残

疾人的残疾等级进行区分。可以根据我国各种类型的残

疾的四个等级进行计分，残疾一级计1分，残疾二级计

2分，残疾一级计3分	，残疾一级计4分。再次，对残疾

人就业时间长短进行区分。可以根据残疾人签订合同的

时间长短进行计分，如一年期的计1分，两年期的计	2	

分，依次计分。最后，设置额外加分条件。

显然，记点法充分考虑残疾人就业和企业雇佣残疾

人的难度，对企业和残疾人的权益都有保障，对完善残

疾人就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执行主体

东川区残联牵头积极建设残疾人就业基地，依托农

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的

企业，扶持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经营管理规范、具有

一定规模的残疾人就业扶持基地，带动残疾人稳定就业、

生产增收。

另外，东川区残联结合村级产业发展规划，组织

500名残疾人参与农村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在省

残联、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关心下，云南省残疾人

电子商务运维提升培训班在东川顺利举办，培训23名残

疾人。分析残疾人技能特长和企业用工需求，采取“招

聘+培训+就业”的模式定向招聘，提高残疾人就业成功

率。依托5家市级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和1家省级残疾人

就业示范基地，实现54名残疾人就业。

另外，努力通过奖惩措施调动社会企业安置残疾人

就业的积极性，要求企业必须按照法定比例来解决部分

残疾人就业。比如德国就要求任何用人单位辞退残疾人

都须通过政府劳资部门的批准，经批准同意之后才可以

辞退，然后还必须将因为安置残疾人就业所享受到得各

类补贴归还给政府。这种经同意后才可辞退的制度在很

大程度上保障了残疾人群体的就业权益，确保他们不会

被用人单位随意辞退。

（三）目标群体

提高残疾人自身素质是解决其就业生存问题的根本

之策，这就需要政府为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提高

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东川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学校

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学校规范化和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特殊教育督导和质量检测评估。为残疾学生参加教

育考试和部分职业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服务。落实《第二

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1-2025年）》，

加快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

同时，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巩固提高，县

（市、区）教育部门牵头规范设立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

会，对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需求进行排查和评估，给

予科学安置。支持区级普通职业院校招收具有接受普通

教育能力的残疾学生，支持特殊教育学校与职业院校联

合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支持中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为残

疾学生实习实训提供保障和便利。

东川区在2021年为40名残疾青壮年文盲开展专题培

训，为318名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92名高中阶段残

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85名高等教育残疾学生按标准发

放助学补助，减轻残疾人家庭教育负担。

（四）政策环境

1.完善残疾人就业创业法规

修订实施《东川区残疾人就业规定》，建立残疾人就

业资金稳定增长投入机制，保障残疾人就业培训、补贴

奖励、就业服务等各项支出。制定完善促进残疾人稳定

就业扶持政策，加强残疾人就业促进政策与社会保障政

策的衔接。享受低保的已就业残疾人3年内所获得的就

业收入，可不计入家庭收入，3年后其家庭成员人均收入

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给予1年的渐退期。建立残疾人

就业奖励表彰制度，对残疾人就业先进个人和用人单位

给予表彰。

依法开展残疾人就业保障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侵害

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社会和用人单位应消除对残疾

人就业歧视，创造更加包容、公平的就业环境，营造良

好氛围。

2.完善残疾人就业补贴与奖励

加大残疾人就业财政资金投入。各级财政预算要加

大对残疾人事业工作资金支持，避免发生基层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被占用情况，现东川区2021年收缴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202万元，但区级预算残疾人相关经费仅130万元。

落实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残疾人及其亲属给予一

次性创业补贴，对求职创业的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给

予补贴，对农村残疾人转移就业示范带头人给予补贴。

另外，对招录残疾人的用人单位进行补贴或者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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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对正式招录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社会单位招录残疾人，对于超比

例安置残疾人的企业可在评精神文明等奖项时，给予优

先考虑。

对公益性岗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补贴与奖

励，落实通过公益性岗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并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用人单位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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