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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杭州市某心智障碍机构为对象，探讨了心智障碍青年就业转衔服务的现状与挑战。通过参与式

观察法，研究发现，该机构通过职业培训和岗位实践，如社区轮值志愿工作和自主生活融合小组，为心

智障碍青年提供就业支持，促进其社会融合和职业技能提升。然而，服务面临心青年基础薄弱、缺乏目

标意识、评估方法单一和外部支持不足等问题。为应对困境，建议强调个别化服务、培养目标意识、重

视评估、推动三方协同和加强就业辅导员培养，以优化就业转衔服务，提升心智障碍青年的就业质量和

社会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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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employment transfer services for 
youth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in a mental retardation institution in Hangzhou. Through the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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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ipatory observation metho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rganization provides employment sup-
port for mentally handicapped youth through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job practice, such as com-
munity rotating volunteer work and autonomous life integration groups, to promote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and vocational skills. However, the service faces problems such as a weak foundation 
for young people with mental handicap, a lack of goal awareness, a single assessment method and 
insufficient external support. To cope with the predicamen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emphasis be 
placed on individualized services, fostering a sense of purpos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ssessment, 
promoting tripartite synergy and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employment counsellors, with a view 
to optimizing employment referral services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young people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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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心智障碍者(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又称发展性障碍)是指在智力功

能和适应行为方面有显著障碍和挑战的人。在发育期间因为生理或心理原因造成显著、长期的发展迟缓，

并导致功能上的实质性限制，包括智力障碍、学习障碍、语言障碍、情绪行为障碍以及自闭症等(Li, Bassett, 
& Hutchinson, 2009)。心智障碍群体是残障人群当中需要支持强度最高、支持周期最长的群体。该群体需

要全生命周期的支持，包括 0~6 岁的早期筛查、康复干预、家长教育；6~15 岁的融合教育支持；职业转

衔过渡、自主生活能力；15~40 岁的社区融合、自主生活、就业支持；以及中老年的养老和照护(双老)。 
大多数心智障碍青年在义务教育/特校职高毕业之后，无法像普通同龄人一样继续接受教育，也很难

谋得一份工作。他们大都只能和家长一起生活。有一些还能在家长的陪同下参与一些零散的社会活动。

但由于家长自身的工作、身体等原因，无法持续陪伴，使得他们的社会生活适应能力弱，社会功能会因

此退化。促进心智障碍青少年融入社会，实现自理与自立，关键在于提供康复、特殊教育及能改善经济

状况和增强身份认同的就业机会。优化就业转衔服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步骤。 
2022 年年初国家明确提出自 2022 年至 2024 年促进残障者就业的三年行动具体目标，通过出台《“十

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和《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等一系列政策，鼓励

企业单位落实残障人士就业，并加大资金保障。同时，国家通过《“十四五”参加人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要求加强残疾人职业培训师资队伍培养，并将“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纳入《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技能标

准》(2022 年版)，建立职业标准。 
杭州市就业转衔服务分为职业培训和岗位实践两部分。职业培训包括职业能力评估，了解就业意愿，

制定个人计划开展培训，进行岗前技能提升和职业心理辅导。如杭州市上城区福援启智服务中心，为心

智障碍青年提供多种形式就业支持服务的评估、训练、岗位储备等体系，进行精准个性化帮扶，同时建

立个性化服务档案以及活动等相关材料。岗位实践包括依据学员培训情况推荐岗位进行实训，在岗期间

的持续性跟岗及巡岗支持。以智慧树残疾人服务社为代表的机构通过提供真实的工作场景，为心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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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提供职业训练，观察他们的就业优势，帮助进行针对的就业推荐。跟岗支持，以海亮融爱星的融爱

星面馆为例，服务主管承担就业助理或者就业辅导员的职责，安排继续康复和教育的内容，让残疾人在

工作中继续接受康复训练。 
心智障碍青年就业转衔服务的社会重要性不容忽视。首先，就业转衔服务通过教育和职业训练，为

心智障碍青年提供了参与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这对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自尊心有着直接的

影响。其次，这些服务通过为心智障碍青年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他们对家庭和社会的依赖，从

而降低了社会成本。加强和优化心智障碍青年的就业转衔服务是实现社会包容、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及增

强公共福祉的重要策略。 

2. 文献回顾 

(一) 就业转衔服务的定义及内容 
心智障碍青年的就业转衔服务是指通过专业指导和资源支持，协助心智障碍青年就业并参与社会生

活，考虑他们个人需求和兴趣的服务，涵盖职业能力培训、职业辅导评估、就业服务、以及追踪服务与

辅导再就业等(冯帮，陈影，2015)。 
职业能力训练、职业辅导评估可以统称为职业培训，就业服务、追踪服务与辅导再就业则可以概括

为岗位实践。职业培训和岗位实践是就业转衔服务的两大重要内容。心智障碍学员在职业培训中，学习

科学规划与社交技巧、情绪管理和金钱管理、时间管理和交通出行、面试技巧与合作意识等内容。一系

列课程培训后，当他们掌握就业必备的基本技能，就应进入岗位实践，将课堂所学运用于真实场景。 
(二) 就业转衔服务的影响因素及原则 
心智障碍者的就业可能性受到社会包容性、国家政策、个人适应力、雇主态度、职教质量及家庭支

持等多重因素影响，而就业转衔服务正旨在综合这些要素以促进其就业(袁曦，2020)。 
在 1997 年和 2004 年我国修订的《特殊教育法》中，转衔服务被正式纳入法案，并规定这类服务

是为残障学生提供的一系列相关活动，这些活动遵循以下原则：1、应聚焦于成果，致力于提升残障

学生的学术及非学术技能，如生活自理能力等，以便他们能更顺利地从校园生活向毕业后的生活过渡；

2、应依据每位学生的特定需求，充分重视他们的优势、兴趣和爱好；3、教育计划应覆盖知识技能的

传授、相关服务的提供、社区生活的参与、就业目标的设定以及其他成人生活目标的确立。同时，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协助残障学生掌握日常生活技能，并提供功能性职业评定等服务(徐添喜，苏

慧，2016)。 
(三) 就业转衔服务提供的主体 
学校、企业和民间组织是提供就业转衔服务的三大主体。学校提供特殊教育，企业提供岗位缺口，

民间组织发挥桥梁作用和监督功能。就业辅导员，是就业转衔服务中的关键职业，他们为心智障碍人士

提供专业的就业指导，根据心智障碍青年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支持方案，并有效得组织协调各种社会

资源，帮助心智障碍者就业。 
杭州 Y 学校、心智障碍青年实习单位和 X 机构就像是这样的关系。Y 学校提供的是以就业为导向的

职业教育，跟社会企业挂钩，还有专门为特殊学校学生去实习成立的一个实践基地，让心智障碍青年到

真实工作的情景中学习。而 X 机构作为民间组织发挥着桥梁作用，利用身边现有的社区资源，和社区合

作，提供社区的服务性岗位，让心智障碍青年可以从事一些比较简单的类似整理图书的志愿服务类的工

作，奠定就业的基础，比较有可复制性。例如心智障碍青年 C，正就读于 Y 学校，她目前会参加学校对

接的实习单位的实习工作，也会来参加 X 机构的社区轮值志愿工作，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学校、企业和民

间组织的多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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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杭州市某心智障碍机构为研究对象。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注册于 2016 年 2 月，是由心智障

碍者家长共同发起的社会组织。致力于赋能包括自闭症、唐氏综合征、发育迟缓等心智障碍群体及其家

庭，促进心智障碍群体的平等全面社会融合。迄今服务触达杭州地区超过 1000 户心智障碍家庭。目前专

职人员 4 名，兼职、骨干家长及核心志愿者组成的执行团队近 30 人，助理社工师 5 名。 
本研究立足于参与式观察等方法，采用实地观察、参与观察、结构观察的方式。参与式观察法是指

研究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日常活动中去，在其工作、生活以及与外界的各种互动中，通过第三视角的直

接感官与体验，获得较为真实的资料。在每周一次的心青年 1 社区轮值工作中充当就业支持员角色，通

过记录心青年每次的岗位职业表现(工作态度、技能表现)、互动社交(与其他心青年、志愿者、邻里坊工

作人员、居民等)、表现佳的行为、问题情绪行为以及个人的感受、反思，与八位心青年相处了两个月并

进行观察。在职业转衔小组中，扮演小组协助者、引领者的角色，每次活动结束后同样以结构观察的方

式，记录活动的感受、收获，心青年在居家技能、自主出行以及职业体验方面的表现、心青年在活动中

值得鼓励的表现、情绪状态、活动参与度等。 

4. 研究发现 

(一) 服务内容 
目前，机构为心青年提供的是职业培训方面的就业转衔服务，主要包括社区轮值志愿工作和以职业

培训为目标的自主生活融合小组，以及相关的融合活动。 
以社区为依托，心青年通过在社区邻里坊真实的生活环境中以岗位实践的方式进行志愿服务，能够

将在学校模拟环境中学到的知识、技能，与人交往的能力等转用到真实的社会化环境中(袁曦，2020)。开

展职业培训课程，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居家技能训练，金钱、时间管理，社区职业体验等。 
其次，研究者也在职业转衔小组中以协助者和引领者的身份参与，并对每次活动进行了结构性观察

和记录。观察中，研究者详细记录了心智障碍青年在居家技能、自主出行和职业体验方面的表现，并关

注他们在活动中的情绪、参与度、社交互动及值得鼓励的行为。通过这些观察数据，研究者获得了心智

障碍青年在社区轮值志愿工作和职业转衔小组活动中的详细表现，为后续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1、心青年社区轮值志愿工作 
心青年每周在社区邻里坊工作半日，社区轮值志愿工作内容包括烧水、绿植照护、图书整理、摆放

桌椅、前台指引等。通过工作任务表中工作内容和文字、图片的提示，心青年在完成时需要打勾。 
在研究中，参与式观察被用来全面了解心智障碍青年就业转衔服务的实际情况和挑战。研究者每周

一次以就业支持员的角色参与到心智障碍青年的社区轮值工作中，观察他们在社区轮值志愿工作时的表

现，并记录心青年每次的岗位职业表现(工作态度、技能表现)，互动社交(与其他心青年、志愿者、邻里

坊工作人员、居民等)，值得表扬的事，问题情绪行为。研究者还对心智障碍青年的问题行为进行了反思，

并将每次观察的心得用于确定下一次重点支持的目标。这种直接参与的方式让研究者能够从心智障碍青

年的角度感受他们在社区中的日常工作体验，获得了丰富而真实的观察数据。 
支持员通过比较不同时间心青年的表现，一方面应用于挖掘他们的需求和潜在的就业技能、优势，

另一方面是为没有陪伴在旁的家长提供反馈，让他们了解心青年的工作内容、表现行为、进步与不足。 
2、自主生活融合小组 
心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面临一些困难，包括生活自理能力不足、休闲活动不合适、社交能力未充

分发展、职业技能培训不全面等(黄四启，张悦歆，朱涵，雷江华，占冬莲，2022)。基于上述问题，以机

 

 

1心青年是机构对年龄在 18 岁到 25 岁之间的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的友好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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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当前资源和心智友好社区为实践依托，通过前期个案评估访谈，机构设计了 2023 大龄自主生活城市探

索冬季营融合课程，涵盖自主生活小组以及个案服务，对心青年进行职业培训，帮助他们提升自主生活

能力，更好地推动就业转街，内容见表 1。 
 
Table 1. 2023 Older independent living urban exploration winter camp schedule 
表 1. 2023 大龄自主生活城市探索冬季营安排表 

上午 
9:30~12:00 

轮流安排以下内容： 
1.居家技能(收纳、保洁、做美食、购物等) 
2.职业转衔(金钱、时间管理等) 
3.结合时令(冬至、元旦、腊八等)的活动 

中午 
12:00~13:30 根据上午内容选择午餐，例如外卖、做意面、空气炸锅美食、社区食堂等 

下午 
13:30~16:00 

1.职业体验 1 小时(图书整理、便民服务、冲咖啡、送餐等) 
2.城市探索(根据心青年的讨论决定去向，例如西湖十景、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运河、丝绸、低碳

博物馆)、之江文化馆、德寿宫、KTV、水上巴士等 
 

研究者在职业转衔小组中以协助者和引领者的身份参与，并对每次活动进行了结构性观察和记录。

观察中，研究者详细记录了心智障碍青年在居家技能、自主出行和职业体验方面的表现，并关注他们在

活动中的情绪、参与度、社交互动及值得鼓励的行为。 
3、融合活动 
机构为心青年们提供了丰富的融合活动，如体能、声乐、绘画、手工等主题，还包括为心青年家庭

提供的亲子团建、观展、读书会等活动。这些活动以通用基础技能培养、知识普及等方式，支持到心青

年就业转衔服务。 
(二) 服务效果 
对于心智障碍人士而言，就业的核心目的不在于收入的多少，而在于能否获得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

社区作为连接就业单位和学校的桥梁，为心青年提供了宝贵的过渡平台，增加了他们的就业可能性。为

心智障碍青年提供社区公益性就业岗位，旨在激发心青年的就业潜力，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帮助他们

更好地融入社区和社会。 
1、促进社交互动，为良好的职场关系打好基础 
在社区轮值工作及小组活动中，心青年们能够结识伙伴，互帮互助，心青年之间、心青年与社工、

心青年与社区居民建立了一定的人际关系，也产生了很多故事。如心青年 Z 每次来都会主动和社区工作

人员打招呼，同时也得到了他们的夸奖。居民奶奶们很喜欢心青年 X，经常招呼她一起聊天嗑瓜子，有

一次心青年 X 主动将栗子分给了奶奶们，第一次有了双向的互动。随着实践的次数变多，心青年主动向

他们问候的意识变强，居民也会主动关心他们。通过参与社区轮值工作及小组活动，心青年的人际交往

能力得到提升，开始有意识地与他人进行交往，这为他们日后建立良好的职场关系打下了基础。 
2、锻炼就业技能，探索就业机会 
小组活动中通过职业体验 1 小时，如图书整理、便民服务、冲咖啡、送餐等服务来锻炼心青年的就

业技能。工作人员与心青年一起探索他们的兴趣和天赋，并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支持。社区轮值志愿中，

从刚开始图书整理、绿植养护、洗眼镜等便民服务等需要支持员在旁支持引导，不断提示步骤，到现在

慢慢自己要求独立完成，再让支持员进行检查，提高了效率。各类社区融合活动及工作为真实就业提供

了更多可能性。 
3、社会适应性增强，价值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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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心青年们可能会因过往的受挫经历参与社会意愿低下、缺乏参与社会活动的主动意识。社区轮

值工作帮助他们有更多融入社区甚至社会的机会，让心青年们的社会适应性增强。通过参与社区轮值志

愿工作，为社区居民服务，从中获得成就感。心青年在工作过程中与社区居民的关系链接增强，社区居

民接纳和平等对待的包容意识也会得到增强，让心青年能够提升自我价值感。这使得他们更容易适应新

环境，日后更好地融入工作环境。 
4、减轻照护者疑虑 
在心青年离开学校之后，大部分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就业是存在疑虑的。就业转衔服务作为

就业岗位和学校之间的桥梁，从优势视角来看，在心青年完整的发展过程中，挖掘心青年的工作优势，

能够增强家长对心青年就业的信心，为心青年就业提供有力的支持。 
(三) X 机构就业转衔服务面临的困难 
X 机构就业转衔服务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缺乏完整、系统的支持体系。机构侧重于搭建社区融合

场景，强调职业培训，对心青年进行职业能力训练、职业辅导评估，但缺乏链接到正式岗位的就业服务、

追踪服务与辅导再就业等。 

1、心青年薄弱的基础情况对 X 机构就业转衔服务造成的挑战 
心青年整体的基础情况弱，这对 X 机构就业转衔服务造成了一定的挑战。总体来说，关于就业，他

们自身存在以下三大常见的困难： 
就业意愿模糊，缺乏自我意识。心智障碍青年缺乏一定的自我决定能力，无法自主实现学生向就业

者的身份转变。目前多数已经就业的心青年，是根据市场提供的机会或由家长主观意愿来选择职业。心

青年 Z 虽然工作能力较强，热衷于学习各种知识，但没有清晰的就业方向，对未来比较迷茫。 
就业能力不足。以心青年 Y 为例，Y 参加社会活动不满一年，同时在看医生治疗强迫症。刚从学校

毕业，面临就业难题，曾在 M 用人单位面试中落选，故选择在社区进行过渡。虽然他在社区轮值工作中

有很大的进步，但他的强迫症时常会发作，有时严重干扰到正常的行动，这体现出他目前的就业能力不

足。 
社交意识淡薄。即使心青年具备工作能力，但在礼仪、人际关系等方面缺乏系统训练，他们很难融

入真正的就业环境。心青年 L 在社区没有和工作人员、居民打招呼的意识，甚至为了“巡场任务”直接

进入开会的会议室，这些行为都能反映出他的社交意识较为淡薄。 
2、X 机构服务欠缺目标意识培养 
目前机构的职业教育重在培养职业技能，没有注重培养心青年就业目标的意识。心青年在参与具体

活动时，更多是以完成任务的形式，没有目标意识，不能把当下在做的事情和长期的规划联系在一起，

比如就业路径和能力。在社区轮值志愿工作中，心青年进行烧水、绿植照护、图书整理、摆放桌椅、前

台指引等工作。自主生活融合小组培养了心青年的金钱、时间管理能力，自主生活能力等。心青年们的

实践技能得到提升，但他们没有明确就业的目标和方向，没有意识到这些活动开展的意义，以及后续给

他们带来的影响。 
3、X 机构成效评估方法较为单一 
机构主要以访谈、记录的定性形式进行评估。考虑到量表难以使用，如存在心青年的表达不够准确、

量表后续没有继续使用的可能性等问题，最终采取以观察支持表的方式对心青年的工作进行叙述性记录。

定量评估测量的是客观事实，不会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但如何定量测量成效，例如心青年当下的情况是

否适合参与培训及就业，是否需要持续支持以维持就业等，在大部分的服务项目中并没有具体地呈现。

单一的评估方法不能全面验证就业转衔服务的有效性。 
4、外部支持环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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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我国的心智障碍青年就业转衔服务，仍存在三方合作不足，就业辅导员培养滞后等问题。 
学校、服务机构与企业三方合作不足。我国为心智障碍青年提供的就业转衔服务主要由特殊教育学

校、残障人士就业服务机构和雇佣企业构成。这些学校、机构分别由教育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及民政部

门管理，企业由多个部门共同管理。这种分散的管理体制使它们的合作机会较少(袁曦，2020)。 
就业辅导员队伍培养滞后。《规划纲要》中提出，扶持建设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培训专业机构，培训

2500 名就业辅导员，帮助更多智力、精神残疾人实现支持性就业。然而，由于支持不够充分，就业辅导

员团队的培养和壮大与既定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就业辅导员队伍培养滞后。 

5. 服务困境的应对方法 

(一) 强调个别化服务 
这一策略源于美国特殊教育法(IDEA)的个别化教育计划(IEP)理念，该理念为每位有特殊教育需求的

学生提供定制化、适应性强的教育服务，确保他们在学校环境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人潜力。以美国

的做法为例，就业转衔服务从实施评估出发，发展心智障碍青年职业目标，随后确定课程和转衔服务，

再确定就业服务机构，最后设立年度目标。以心智障碍青年个体情况为导向，制定个别化转衔计划，组

建转衔团队，对个案开展转衔评估，明确负责人和完成目标的时间表。在就业转衔过程中，个别化转衔

计划要确定学生的转衔目标、完成目标的步骤及策略、转衔服务的时间表以及服务的负责人(李晓翠，李

鑫，李爽，2019)。 
就业服务机构与合作企业需要为心智障碍青年制定个别化转衔计划，设计与心智障碍者情况适配的

岗位内容。运用个案管理模式，精准服务到个人。虽然心智障碍青年群体整体的就业基础情况较弱，但

对于就业意愿高、就业能力强的心智障碍青年，可以重点推进，评估需求，匹配到更符合他们工作能力

的岗位，以满足企业需求，同时提升自我价值。 
(二) 培养目标意识 
目标设定理论(Goal Setting Theory)强调明确和具体的目标设定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动机和表现。在

心智障碍青年的职业培训中，通过与他们一起设定短期和长期的职业目标，可以增强他们对活动的投入

感和目标意识(Locke, 1968)。 
研究发现，心智障碍青年目前更多是以完成任务的形式参与具体活动，没有明确的目标意识。机构

应该明确活动目标，落实到目标意识培养，引导心智障碍青年思考就业意愿及想法，让他们能够理解到，

参与这些具体的活动能够有助于就业能力培养，意识到就业的自主性，有更多意愿找自身感兴趣的事情，

进行职业评估，发展职业目标，这样机构能将具体的活动目标与心智障碍青年长期的就业目标相链接。 
(三) 重视评估 
服务的成效展现，不仅需要定性的文字分析支持，还需要重视定量分析评估，才能更全面验证就业

转衔服务的有效性，例如心智障碍青年当下的情况是否适合参与培训及就业，是否需要持续支持以维持

就业等。 
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成人自闭症支持就业服务项目”(Community Organization Offering Sup-

ported Employment Services for Adults with Autism)针对自闭症成人群体提供有效的就业援助，旨在帮助无

智力障碍的自闭症成人找到合适的工作。评估设计了前后测实验，通过测量就业支持服务前后 ASD 成人

的社交反应得分、焦虑水平、自我效能感等相关指标得分进行定量分析，通过监测就业状况、教育参与

情况和工作自我效能等方面，能够对项目作出全面评价(Martin & Lanovaz, 2021)。 
(四) 推动三方协同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为理解三方协同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强调个体发展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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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的环境系统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心智障碍青年的就业转衔中，通过促进微系统(家庭、学校、工

作场所)、中系统(不同微系统间的关系)和宏系统(包括文化和社会政策)这些系统之间的有效连接和沟通，

可以为心智障碍青年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Garbarino, 1980)。 
与心智障碍青年就业转衔联系最紧密的三方，分别是残障人士就业服务机构，特殊学校以及用人单

位。特殊学校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适当提高对心智障碍学生的要求。同时，促进校企合作，企业

提供实习机会、就业推荐等，为心智障碍青年提供岗位实践机会。三方需要加强联系和合作，才能搭建

好就业的桥梁，优化就业转衔服务。 
如美国的 Project SEARCH 为心智障碍青年设计，它提供的职业实习项目，通过链接学校和医院、

酒店等企业进行紧密合作，使学生不仅学习具体的职业技能，还获得了真实工作环境中的经验 2。 
(五) 重视就业辅导员的培养 
心智障碍青年就业转衔服务的质量与就业辅导员有直接的关系。目前就业辅导员多由特教老师、社

工等担任，需要培养大量的专业就业辅导员，掌握就业转衔相关专业知识，细化服务内容。如在帮助心

智障碍青年进入岗位前，了解岗位潜在的知识和技能要求，评估心智障碍青年的就业匹配度；在持续性

跟岗过程中，就业辅导员需要进行工作分析，评估心智障碍青年的能力和进展；根据服务过程中的观察，

给予用人单位、残障人士就业服务机构、家庭及心智障碍青年自身适当反馈，并提供合理的建议与指导。 
在许多国家，为了提升就业辅导员的专业能力，有关组织会提供专门的职业发展和就业服务培训。

例如，英国的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upported Employment (BASE)帮助就业辅导员进行专业培训，这些培

训包括专业培训课程、工作坊和研讨会、年度会议、在线课程以及专业资格认证等。通过这些培训，BASE
能够帮助就业辅导员提高对心智障碍青年的支持效果，从而提高了心智障碍青年的就业率和工作质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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