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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家福利企业只剩60家
扶持政策多年不变，抵消不了用工成本增加，济南多数福企无奈退出
本报记者 穆静 实习生 张露

残疾人就业难

福企招人也难

与不少残疾人为找不到
福利企业而发愁相对应的是，
不少福利企业由于位置偏远、
工作较累，也正在渐渐失去对
残疾人的吸引力。

山东璟华标志服厂是济
南一家规模较大的福利企业，
他们就感到了招人的压力。

“我们每年都会招聘10到30个
轻度残疾的残疾人，但不少残
疾人并不青睐我们，现在我们
的招聘简章都发到了济南市
以外的农村。”

“福利企业多处于偏远的
地方，且随着市区的扩大而往
外迁移，远离市区让福利企业
失去了对残疾人的吸引力。”一
家福利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残疾人由于本身的缺陷，希
望工作地点离家较近，而福利
企业远离市区，不少残疾人不
会将福利企业作为第一选择。

记者在地图上查找60家
福利企业的位置，济南市中心
区域看不到它们的身影。这60

家福利企业，绝大多数位于二
环以外，且半数位于平阴县、
长清区、章丘、济阳等地。

而随着国家为鼓励普通
企业招聘残疾人而采取的一
系列优惠措施，又让残疾人有
了更多选择工作的余地。何伟
(化名 )在两家福利企业工作
过，他的感觉是，福利企业的
待遇较低，工作累，对残疾人
的吸引力并不大。

“福利企业有些工作虽
然不累，但工资并不高，还得
靠点上班。不少有点文化的
残疾人，会选择在网上从事
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客服、游
戏测试员等。还有不少残疾
人会选择去离家近的居委
会、办事处的残疾人岗位。”

5月的第三个周日

是全国助残日。每年5

月份，都有几场为残疾

人所举办的专场招聘

会。但最近几年来，不

少残疾人在招聘会上

发现，福利企业越来越

难找了；与此同时，不

少福利企业也遇到招

工难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由

于用工成本大、竞争力

弱等原因，目前济南市

福利企业处于萎缩状

态：由鼎盛时期的330余

家缩减到60家，不少福

企生存困难，福企老板

期待更多政策扶持。

福利企业是集中安置有劳动
能力的残疾人就业的、有福利性
质的特殊经济组织。按照国家规
定，福利企业的基本条件是企业
平均实际安置就业的残疾人职工
占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比例达
到25%(含)以上，且残疾人职工
不少于10人。

记者从济南市民政局社会福

利处了解到，据2013年最新统计，
目前济南共有60家福利企业，这
与上世纪 90年代福利企业鼎盛
时期相比，少了270余家。目前，
6 0 家福利企业，安排残疾职工
1100余人。

“整体而言，福利企业处于
一种萎缩状态。”济南市民政局
社会福利处工作人员介绍，济南

市的福利企业约在1983年出现，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发展最好，
当时济南市有 3 3 0余家福利企
业，涉及各个行业，安置残疾职
工近万人。“而最近几年福利企
业越来越少，类型也较单一，主
要集中于技术含量不高的加工
行业。”

山东浩硕工贸有限公司的经

理藏淑春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作为一家福利企业，山东浩硕工
贸有限公司2007年创办。福利企
业间经常开联络会，沟通交流经
验。藏淑春发现，联络会上，熟识
的福利企业家越来越少，新面孔
也不见增多。“不少福利企业由于
难以为继，退出了福利企业的行
列。”

现状：生产技术单一，福企快速萎缩

记者调查发现，福利企业多
从乡镇企业或集体企业转型而
来，不少福利企业本身基础薄弱，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
局。而现存的不少福利企业表示，
由于残疾人用工成本较大，已不
再招聘残疾人。这部分福利企业
将随着残疾职工的退休或离职，
达不到福利企业人数标准后而自
动退出福企行列。

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咨询了
济南市几家福利企业。近一半福
利企业表示，仅在几年前招收过
一批残疾人，招满人之后，就没有
再次招收残疾人的计划。而招收
残疾人的福利企业表示，由于其
多数为制造业工厂，更倾向于招
收轻微残疾者。

“招收残疾人的用工成本太
大了，我都有退出福利企业的打
算了。”一家福利企业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现在一个残疾员工的最
低工资为1400元，各类保险加起
来需要交800余元。而残疾员工为
企业带来的效益，远低于企业为
之付出的成本。

此外，残疾员工的管理成本
比一般员工要高得多。对于残疾
人，企业会有专人打电话以确认
其安全回家，每年企业还要对残
疾人家庭进行走访。而对于不少
智残者来说，有时候沟通半天，他
们也未必明白要去做什么。

据了解，2007年国家下发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
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
知》(财税〔2007〕92号)，规定福利
企业可享受企业增值税(营业税)、
所得税等减免优惠，以及政府其
他扶弱助残的措施。

根据规定，福利企业实际安置
的每位残疾人每年可退还的增值
税或减征的营业税的具体限额，最
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3 .5万元。

据一家福利企业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退税标准2007年制定，6
年来并未提高。“2007年最低工资
标准是700多元钱，现在涨到了近
1400元钱，此外工人的保险金额
也翻了一番。6年前增值税退税可
以抵消雇用成本，现在基本上是
在往里赔钱。”

原因：扶持政策抵消不了用工成本增加

福利企业的不少残疾人表示，在福利企业更能找到归属感。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福利企业中，不少残疾人只能胜任简单的体力劳动。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格延伸调查

招聘会上

难觅福企
本报记者 穆静

实习生 张露

每逢有残疾人招聘会，刘
林都要赶去找工作。可最近刘
林发现，招聘会上福利企业的
身影越来越少，即便是仅有的
几家福利企业，投上简历后也
是石沉大海。

刘林今年31岁，有轻度智
障。1998年，刘林在一家方便面
厂工作了半年后辞职在家，至
今未找到工作。刘林很苦恼，虽
然有轻微智力障碍，但他手脚
没有问题，为什么工作却如此
难找？以前为残疾人集中就业
而设置的福利企业都去了哪
里？

找不到福利企业的，不止
刘林一人。刘洋(化名)患有小
儿麻痹症，腿脚不灵便。他曾
在普通企业工作过，但由于

“干活慢”，被不止一家企业辞
退。

后来听朋友说福利企业
能集中安排残疾人，他曾向所
在区的残联打听过福利企业，
得到的消息是，目前福利企业
只有几家。给这几家福利企业
打去电话，不是残疾人已经招
满，就是不招收腿部残疾的残
疾人。

期待：加大扶持力度，让福企重现活力
“残疾人福利工厂，在安排

残疾人集中就业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据济南市残联教
育就业处处长李军介绍，济南
市的持证残疾人中，在就业年
龄段的有3万余人，其就业分为
集中就业、分散按比例就业和
个体创业几种形式。“集中就业

在给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同
时，更能给残疾人带来归属感
和融入社会的感觉。”

“目前很多城市忽略了社会
福利企业的作用，对福利企业的
扶持力度不大。”济南市民政局社
会福利处工作人员表示，不少残
疾人在心理上存在自卑感，很难

融入社会，而福利企业给残疾人
提供了融入社会的途径。

“相关部门可出台相应的扶
持政策，如在水、电、暖等成本上
应当予以减免；有关政府部门可
以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中抽取
一部分用来补贴福利企业。”该
人士表示。

不少福利企业的老板也表
示，由于不少员工是残疾人，福利
企业很难在市场经济中有竞争优
势，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在用电
等方面予以适当优惠。此外，希
望在同等价格、同等质量下，其
他企业可以优先考虑福利企业
生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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