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高

劳务组织化程度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8〕4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财政厅

（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部署安排，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聚焦解决劳务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努

力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即 16 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以下简称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确保完成带动 300 万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目标

任务，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大助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力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各地要积极开发就业岗位，鼓励当地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一批扶贫车间、社区工

厂、卫星工厂、就业驿站等载体，为贫困劳动力创造更多就地就近就业岗位。对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开

展以工代训的，根据吸纳人数，给予一定期限的职业培训补贴，最长不超过 6

个月。对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参照就业困难人员落实社会保险补贴等政

策。有条件的地区可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数量多、成效好的就业扶贫基地，按

规定通过就业补助资金等给予一次性资金奖补。

二、积极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各地要积极支持贫困劳动力创业和农民工等人

员返乡下乡创业，带动更多贫困劳动力就业。对有创业意愿并有一定创业条件的

贫困劳动力，及时开展创业培训，落实税费减免、资金补贴、场地安排、创业担

保贷款及贴息等政策。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或个

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 6个月以上的贫困劳动力和农民工等

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可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落实创业孵化基地奖补政策，对入

驻实体数量多、孵化效果好的贫困县创业孵化载体，可适当提高奖补标准。

三、大力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各地要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对口支援

机制，结合省内结对帮扶机制，努力扩大劳务输出规模，着力提升劳务协作的组

织化程度和就业质量。对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针对贫困劳动力开展职业指导、

专场招聘等就业服务活动的，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并适当提高补助标准。对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等市场主体开展贫困劳动力有组织劳务输出的，

可通过就业创业服务补助购买基本服务成果。对贫困劳动力通过有组织劳务输出

到户籍所在县以外就业的，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对企业接收外地贫困劳动

力就业的，输入地要参照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

贴息等政策。承担东西部对口协作任务的东部省份，可使用财政安排的援助资金

促进在本省（区、市）就业的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四、通过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各地要指导贫困县按照有关政策和资金管理

的规定，统筹利用各类资金开发公益性岗位，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帮扶，贫困地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将新增和腾退的公益性岗位优先用于安置贫困劳动力。



积极协调林业草原、交通、扶贫等部门，综合开发保洁保绿、治安协管、乡村道

路维护、山林防护、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看护等公益性岗位，鼓励贫困村利用村

集体收益等资金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贫困劳动力就业。

五、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各地要根据贫困劳动力就业意愿和市场用工需求，

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创新培训形式，优化项目开发，加强师资配置，提升培训

质量。鼓励通过项目制方式，整建制购买职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项目，为贫困

劳动力免费提供培训。对参加职业培训的贫困劳动力，在培训期间给予生活费补

贴。对就读技工院校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按规定免除学费、发放助学金，支

持其顺利完成技工教育并帮助其就业。

六、切实加强组织保障。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把做好就业扶贫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任务分工，突出问

题导向，优化政策供给，细化工作方案，下足绣花功夫，确保就业扶贫目标任务

如期完成。各地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经费保障，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资金倾斜

和支持力度，确保就业扶贫政策落地生效和工作顺利推进。

以上政策执行期限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各地要提前做好政策到期衔接

准备，在确保贫困劳动力稳定脱贫的同时，做到政策不断档、服务不断线、后续

有衔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2018 年 8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