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多元人群创业就业项目方案

一、项目背景概述

我国城乡残疾人就业人数 942.1 万，扶持和保护残疾人就业的政策体系不断

完善。我国残疾人数量大约 8500 万人，粗略算下来，就业残疾人口只占总数的

11%。每十个残疾人，只有大约一个人有工作，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需要进一

步完善就业促进政策，还需积极探索就业新形式新模式，面向基层大力提升就业

服务精准化水平，引导用人单位履行按比例就业的责任和义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的通

知（国办发〔2022〕6 号）中提出以有就业需求和就业条件的城乡未就业残疾人

为主要对象，更好发挥政府促进就业的作用，进一步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

策，加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质量和效益，稳定

和扩大残疾人就业岗位。

二、项目目标意义

We+多元人群创业就业项目以帮扶残疾人实体创业为目标，探索可复制的社

会企业商业模式，为有意愿创业的残疾青年提供智库策略、商务咨询、资源对接

和资金支持，解决残疾人创业就业渠道单一、资源匮乏、综合能力不足的问题，

促进残健融合，实现共同富裕。

三、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规模：100 万元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管理方式

项目实施周期：3 年



项目合作单位：市残联、区残联、街道社区、爱心企业、社会组织

项目受益人数及群体：

直接受益：10 个残疾人创业团队、带动约 300 人就业。

间接受益人群：项目服务人群、残疾人家庭

项目实施地域：北京

四、项目实施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 We+健身中心

五、项目实施方式

一、项目建立依托国家战略，以解决退伍军人、残疾人及残疾人亲友等多元

化人群的创业就业为目标，面向公众、服务公众，解决公众日常生活刚需的社会

企业。打造一个真实的助残活动参与场景，有利于更直接的宣传残疾人自强不息

的人文精神，同时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和优质产品，具有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统一品牌的标准化发展模式，可复制性高，增加其他商业

业态的拓展性强。通过社区覆盖面的拓展，为社区服务源源不断的输送劳动力，

同时也不断提供创业就业的机会给到多元化人群为他们提供一个孵化平台，形成

良性互动：

1.充分调研，多组织专家召开研讨会，多考虑项目风险点；

2.夯实基础，小步慢跑，多层次、分体系、分阶段逐步推进项目进程；

3.依托专业的执行团队，发挥团队专业优势，确保项目高效优质推进。

二、通过赋能残疾人创业团队，促进残疾人融合就业、融合创业，提高残疾

人收入，培育多样化的助残类社会企业。同时，孵化基地根植街区、辐射社区，

通过打造可视化残疾人就业、创业场景向社会宣传倡导残疾人实岗就业安置模式；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扶残助残公益活动，普及扶残助残的专业知识；通过组织形

式多样的公益交流活动，提升基金会的品牌影响力和项目执行力。多元人群创业

就业孵化基地中的残疾人创业企业按照“行业性”、“专业性”、“开放性”的

要求，在遵循市场规则、社会企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经多轮梳理、修改，探索

确立通过“商业团队运营”、“公益团队赋能”、“基金会监管”三位一体的运

行机制，建立一种开放、透明、社会监督的全新管理机制。

六、项目实施内容



七、项目目标分解

一）总体目标

1.项目资金规模：300 万元

2.项目实施周期：3 年（2021-2024）

3.项目受益人数及群体：

直接受益：10 个残疾人创业团队、带动约 500 人就业（100 名残疾人）

间接受益人群：项目服务人群、残疾人家庭

4.项目实施地域：北京

5.数量指标： 孵化 10 个残疾人创业项目

每区建立 3-5 个项目点

带动 300 名残疾人实现就业，促进共同富裕。

6.质量指标：建立起“商业团队运营”、“公益团队赋能”、“基金会监管与

支持”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编写残疾人创业孵化标准操作手册。



二） 目标分解与解决策略

1.甄选残疾人优秀创业项目

2.1 对 1 赋能残疾人创业实体

1）进行项目评估；

2）开展创业指导与培训、

3）专家编写手册；

4）实施公益项目探索模式、召开“公益助残 商业向善”思享会对接资源

3.商业化复制

1）筹集资金

2）孵化团队

3）争取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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