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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背景与目的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下岗青工再就业问题日
益突出。

云南省作为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下岗青工再就业问题更加严峻，亟待解
决。

本次调研旨在深入了解云南省下岗青工再就业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为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调研范围和方法

本次调研范围覆盖云南省

内多个城市和县区，涉及

不同行业、不同年龄层次

的下岗青工。

采用问卷调查、访谈、文

献资料分析等多种调研方

法，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

可靠性。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运用图表等形式直

观展示调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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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布

下岗青工主要分布在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

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等地下岗青工数量较多。

行业分布

下岗青工原所在行业以制造业、建筑业、批

发零售业等为主，占比分别为XX%、XX%

和XX%。

下岗青工总数

根据调研数据，云南省下岗青工总数约为

XX万人，占全省下岗职工总数的XX%。

下岗青工数量及分布情况



下岗青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结构特点

年龄结构

下岗青工年龄主要集中在

XX-XX岁之间，其中XX-

XX岁占比最大，为XX%。

性别结构

男性下岗青工占比较大，

为XX%，女性下岗青工占

比为XX%。

教育程度

大部分下岗青工具有初中

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为

XX%，高中及以上文化程

度占比为XX%。



下岗青工生活状况及需求分析

生活状况

大部分下岗青工处于生活困难状态，

月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比

为XX%，有XX%的下岗青工需要社会

救助。

需求分析

下岗青工最迫切的需求是再就业和创

业支持，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就业信

息提供、创业资金扶持等方面。同时，

他们也需要社会保障政策的支持和心

理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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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政策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再就业的政策，包括鼓励企业吸纳下岗职工、支持下岗职工自主创业、提供再

就业培训等。

地方政府政策
云南省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相应的再就业政策，如提供岗位补贴、社保补贴、创业扶持等。

国家及地方政府再就业政策概述



STEP 01

STEP 02

STEP 03

针对下岗青工的再就业措施

职业培训

鼓励下岗青工自主创业，

提供创业指导、资金支持

等服务。

创业扶持

就业服务
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为下岗青工提供职业介绍、

就业指导等服务。

针对下岗青工的技能水平

和就业需求，开展各类职

业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

力。



再就业率

通过统计下岗青工再就业人数和比例，评估政策的执
行效果。

就业质量

关注下岗青工再就业后的工作稳定性、收入水平等指
标，评估政策的实际效果。

社会反响

收集社会各界对再就业政策的评价和反馈，了解政策
的社会影响。

政策执行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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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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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青工通过自筹资金、合伙创业、利用政策扶持等方式，创办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实现再就业。

自主创业途径

自主创业为下岗青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结构的优化。

自主创业效果

自主创业途径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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