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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 海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沪人社规〔2022〕8 号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进一步做好本市就业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局、财政局、残疾人联合会：

为切实做好本市就业促进工作，保证就业局势持续稳定，经

市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做好本市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工作

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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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

本意见中的“就业困难人员”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有一定劳

动能力且就业愿望迫切，但因自身就业条件差而难以实现市场化

就业，连续处于实际失业状态 6 个月以上的下列本市户籍人员：

（一）大龄失业人员、协保人员、离土农民；

（二）零就业家庭成员；

（三）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

（四）中度及以上残疾、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或一户多

残家庭成员；

（五）大龄或领取生活费补贴期满的被征地人员；

（六）缺乏工作经验，处于实际失业状态 1 年以上，且经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服务半年以上，多次推荐就业岗位仍未实现就业

的 35 岁以下青年。

（七）刑满释放、戒毒康复等有特殊困难的其他人员。

对满足以上除“连续处于实际失业状态 6 个月以上”的其他

条件，但就业确有特殊困难的人员，可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经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同意，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管理人员的，不得认定

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后担任企业法定代

表人、董事、监事、经理等管理人员的，应取消“就业困难人员”

身份。

二、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本市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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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单位（劳务派遣公司除外）吸纳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签

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按规定申

请补贴。

其中，吸纳的“就业困难人员”属于协保人员的，可申请按

月享受岗位补贴；吸纳的“就业困难人员”属于其他人员的，可

申请按月享受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的标准为本市

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50%，社会保险补贴标准为以缴费当月职工社

会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作为基数计算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缴

费额中用人单位承担部分的 50%。

对于同一名“就业困难人员”，上述补贴与本意见出台前用人

单位享受的一次性补贴的期限累计一般不超过 3 年，补贴期满且

该“就业困难人员”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2 年的，补贴期限最长

可延长至该“就业困难人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

补贴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就业困难人员”享受

补贴期满的，取消“就业困难人员”身份。

三、鼓励“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

鼓励有一定能力的“就业困难人员”通过灵活就业的方式实

现就业。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并按时足额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可按规定申请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为按照

以缴费当月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作为缴费基数计算的应

缴社会保险费的 50%，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

可延长至退休外，同一名“就业困难人员”累计最长不超过 3年。

“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期满的，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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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困难人员”身份。

已经按照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

对本市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后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的补充

通知》（沪劳保就发〔2008〕34 号）规定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

费补贴的人员，在灵活就业期间可按照上述补贴标准和期限享受

社会保险费补贴。

补贴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四、发挥公益性岗位的就业托底作用

公益性岗位吸纳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可按规定享受岗

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所需资金从提供公益性岗位的单位

所在区的一般公共预算中列支。

各区要合理调整公益性岗位结构，在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吸

纳“就业困难人员”过渡性安置作用的同时，根据“就业困难人

员”自身素质、就业能力等情况，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公益性岗位

中的“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市场化就业。

五、加强“就业困难人员”技能培训

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困难

人员”的技能素养和水平。“就业困难人员”参加规定项目职业技

能培训的，可按补贴标准享受 100%培训费补贴。参加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丰富职业技能培训形式，探索通过就业能力训练等服务手段，增

强困难群体的就业能力。

六、购买社会服务促进困难群体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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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场化就业存在困难的本市户籍人员，经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多次就业服务且直接提供服务半年以上仍未实现就业的，可

委托社会中介机构为其提供就业服务。

上述对象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提供就业

服务后，于 3 个月内被用人单位吸纳就业（非公益性岗位），并按

规定办理用工登记备案手续、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3 个月

的，可给予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职业介绍补贴。补贴标准以当年度

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基准，根据服务难度适当予以浮动，浮动

范围不超过基准额度的 50%。

鼓励社会中介机构做好对服务对象就业后的跟踪服务，对稳

定就业超过 12 个月的，可给予社会中介机构稳定就业补贴，稳定

就业补贴以当年度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基准，根据服务难度适

当予以浮动，浮动范围不超过基准额度的 50%。

补贴所需资金从市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七、进一步完善就业援助服务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认识促进困难群体就业的

重要性，积极做好区域内就业援助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强部门协

同合作，积极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努力提升就业援助的水平和效

能，在服从安排、不挑不拣的前提下，确保“零就业家庭”在确

认后 1 个月内至少 1 人实现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在认定后 3

个月内实现就业。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强化困难群体的登记认定和动

态管理工作，深入社区开展调查排摸，全面掌握困难群体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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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技能状况和服务诉求等信息，及时做好登记认定工作，对

于人员情况发生变化的，要依托基础台账、信息系统等手段加强

动态管理。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个性化、精细化的就业援

助服务。要根据困难群体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就业

援助方案，实施针对性的援助措施，确保困难群体尽快实现就业；

对于已就业的困难群体要做好跟踪服务工作，及时了解在岗工作

情况，采取积极措施增强困难群体就业能力，实现稳定就业。

八、加强补贴资金监督管理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补贴资金监督管

理。在监督管理中发现资金使用和管理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应责

令整改，并有权作出暂缓拨款、中止拨款或追回已拨付资金的决

定，依法依规予以行政处罚；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相关业务经办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按

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履行补贴资金监督管理和检查职责，不

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对有违规违纪行为的相关人

员，依照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九、其他

（一）本意见第一条中的“大龄”指的是男性年满 45 周岁、

女性年满 40 周岁。

（二）本意见第一条中的“离土农民”指的是 16 周岁以上（不

含在校学生），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家庭为单位将土地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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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给集体经济组织，纳入本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信息管理系统，

流转期在 5 年以上的本市户籍人员。

（三）低收入困难家庭的认定按照本市民政部门有关规定执

行，并引入经济状况核对。

（四）用人单位申领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或灵活就业人

员申领社会保险补贴后，如发生社会保险费退费情况的，应退回

已申请的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资金。

（五）本意见自 2022 年 1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2 年 2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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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 年 2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