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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劳动保障事业关乎国运，惠及子孙。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劳动保障工作。
2006年10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标志着我国劳动保障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的内
涵和要求充分体现在发展目标、主要任务、政策措施和重大工程项目等各个方面，描绘了未来五年我
国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特别是《纲要》立足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把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除人民生活后顾之忧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劳动保障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城乡之间、区域
之间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统筹协调，劳动保障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
《纲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的重要规划、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重要规划、是促进劳动保障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规划、是未来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
行动纲领，各地要准确把握《纲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纲要》精神
上来，加快推进规划实施，促进规划由蓝图尽快变为现实。
 　　实施好《纲要》必须以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为着力点，把落实约束
性指标和加强劳动保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作为规划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统筹协调，狠抓规划各项目
标任务的落实。
要统筹协调好上下规划的关系，保持指导思想和总体发展目标的统一，做好发展指标、主要任务和保
障措施的衔接和配套；统筹协调好规划实施与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关系，使劳动保障工作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的全局，促进劳动保障事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统筹协调好劳动保障各项工作之间的
关系，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和劳动关系相协调，政策措施、行政推动与立法执法相协调，制度安排与
经办能力相协调，业务建设与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相协调，实现劳动保障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实施好《纲要》必须本着对事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抓住重点，扎实工作。
要不断完善配套政策，按照规划提出的新要求，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研究提出意
见和建议，对政策进行充实和完善，更好地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科学实施年度计划，将规划确定的
目标任务切实分解落实到年度计划中，落实到发展政策上，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启动实施重点项目，
进一步深化项目建设意识，加大工作力度，务求在项目建设和资金落实上取得新突破，尽快形成“启
动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做到整体交叉、协同推进，实现早立项、早实
施、早见效，又好又快地落实项目建设任务；加强重大问题调查研究，正确把握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
规律，研究影响劳动保障工作全局、关系长远的重大问题和倾向性问题，特别是加强对统筹城乡就业
、社会保障发展战略、社保基金管理体制、和谐劳动关系以及农民工维权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不断推
进劳动保障理论创新，着力解决影响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制度性、体制性、机制性矛盾，突破瓶颈，
破解难题，加快制度改革和创新的步伐，推动事业不断发展。
 　　实施好《纲要》必须健全工作机制，切实把规划实施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
作方法。
要健全目标责任体系，建立考核评估制度，细化考核评估标准，完善考核评估体系，科学反映和评价
工作绩效，做到责、权、利相统一，保证规划实施工作扎实、有序、高效地向前推进；搞好工作协调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到推进规划组织实施上来，把各
方面的资源整合到发展劳动保障事业上来；加强信息沟通，组织交流各地落实规划的进展情况，形成
上下联动、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
 　　实施好《纲要》必须做好《纲要》的学习宣传工作，特别要让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熟
悉未来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蓝图。
为帮助各地更好地学习、贯彻《纲要》，把握规划实施要点，劳动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组织编辑了《劳
动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 展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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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劳动保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选编了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一个五年规划、国家有关重点专项规划、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各地的劳动
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以及与《纲要》相关的法规政策和统计信息等。
本书作为《纲要》的实施篇，是从事劳动保障规划工作同志们的一本实用参考书和案头工具书。
该书的出版发行，将对《纲要》的进一步贯彻落实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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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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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十一五”规划 地方篇 　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就业和社会保障发展规划 　天津市劳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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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年（2006年—2010年）　内蒙古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
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辽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吉林省劳动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上海市
社会保障“十一五”规划 　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浙江省劳动和社
会保障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福
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福建“十一五”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专项规划 　
福建省“十一五”劳动就业及劳务派遣专项规划 　江西省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年（2006年—2010年）　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
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湖南省“
十一五”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广西壮
族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海南省人事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
要 　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 　四川省劳动和社
会保障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云南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年（2006年—2010年）　西藏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
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陕西省“十一五”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专项规划 　甘肃省“十
一五”就业和社会保障规划 　青海省“十一五”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劳
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
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规划政策篇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3号 ）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
决定（国发［2005］33号 ）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33号 ）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 ）　⋯⋯统计信息篇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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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指导原则和发展目标第一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十五”时期是不平凡的五
年，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我们有效抑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
健康因素，成功战胜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国民
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国家财
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价格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城乡面貌和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民族团结不断巩固
，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加
强。
更为重要的是，党中央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
这些都为“十一五”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既面临难得机遇，也存
在严峻挑战。
我国具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有利条件。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加速升级，将带动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和城镇化加快发展，市场潜力巨大。
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储蓄率较高，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产业配套能力较强，科技教育具有较好基础
，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
改革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将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
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经济全
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
和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
在前进道路上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制约发展的一些长期性深层次矛盾依
然存在：耕地、淡水、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经济结构不合理，解决“
三农”问题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压力较大，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解
决。
“十五”时期在快速发展中又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
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部分社
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社会事业发展仍然滞后，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还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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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展望》是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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