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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就业创业  服务科学发展
安徽省财政厅

突出三个重点，优化资金投向

安徽省财政部门适应经济转型升

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新形势、新要求，改

变资金投入方式，积极优化就业资金投

向，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一）促进产业就业对接，突出技能

人才培养。安徽省财政主动顺应转型发

展和产业升级新形势，把技能人才培养

作为就业资金投入重点，2007 年，将就

业技能培训纳入省政府民生工程。2011

年，实施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工程，大力

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培养“适销对

路”技能人才，努力实现产业升级和就

业“同向、同步”。“十二五”以来累计投

入 14.7 亿元，支持 230 万劳动者参加初

始就业技能培训，培养了 37.6 万名高级

工以上高端技能人才，有效缓解就业结

构性矛盾问题，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转变就业增长方式，突出创

业带动就业。坚持把培育经济增长点作

为促进就业的根本，突出创业引领、载

体驱动，增强创业带动就业的内生动力

和倍增效应，建立了创业培训、创业孵

化、金融支持“三位一体”的创业扶持模

式。“十二五”以来，累计投入 2.8 亿元，

支持 25 万人参加多层次、阶梯式创业培

训，其中 13 万人成功创业，带动 38 万

人就业。投入 5.7 亿元支持 350 个农民工

创业园和 61 个大学生创业园建设，积极

搭建创业平台，成功培育小微企业 3000

安徽省财政积极围绕中心，强化

保障、主动作为，在资金投向、机制创

新、绩效提升等方面不断探索，基本

形成一套具有安徽特色的“1+3+X”促

进就业创业政策体系（“1”是指《安徽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办法》；“3”是指省委、省政府关于做

好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三个主导文件 ；“X”是指多个配套文

件，主要涉及资金管理、绩效考评、扶

持创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十二五”

以来，全省投入就业资金 110.8 亿元，

实 现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259.9 万 人、失 业

人员再就业 98.6 万人、困难人员再就

业 36.9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2%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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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户，带动 47 万人就业。筹集担保基金

17.1 亿元，累计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82.6

亿元，拨付贴息资金 12.3 亿元，直接支

持 30 万人实现就业创业。

（三）发挥市场促就业作用，突出政

府购买服务。进一步创新就业资金投入

方式，优化公共就业资源配置，改进公

共就业服务，促进政府职能转变。2014

年，安徽省财政围绕“谁来买、向谁买、

买什么、怎么买”的问题，统筹安排近 9

亿元，先期将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创

业培训、公益性岗位、高校毕业生就业

见习、高校毕业生基层特定岗位等 6 项

就业项目实行政府购买就业服务。制定

了购买公共就业服务实施办法，明确任

务数量、服务质量、工作要求等。通过

购买就业服务，促进全省开展职业培训

56 万人，安置困难人员就业 5.4 万人，

鼓励 1.2 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提

供 1.3 万个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机会。

着力改革创新，优化完善政策

结合安徽省实际，省财政主动作

为，在完善创新就业创业政策方面进行

了大胆探索和有益尝试，为社会和劳动

者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

（一）注重整合政策，促进民营经济

就业创业。2013 年，安徽省财政在深入

调研，梳理归纳、借鉴提炼的基础上形

成《关于财政支持民营经济就业创业有

关情况的调研报告》，并及时将调研成果

转化为工作决策和成果，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促进就业创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

通知》，通过扩大社保补贴范围、吸纳就

业补助、创业孵化补助、校企培训对接补

贴等十项举措支持民营经济就业创业，

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与促进就业的良性互

动。为近 1 万户民营企业兑现社保补贴、

吸纳就业补贴等就业创业资金 4.9 亿元，

促进民营企业带动就业 12 万人左右。

（二）注重引导带动，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面对新时期就业压力，2014

年，省财政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为

重点，创新开展青年创业引导资金试点，

积极推动大众创业新局面。按照“以点带

面、点面结合、示范带动、整体推进”的

总体思路，坚持“省市合作、市场运作、

风险共担”原则，先行选择合肥高新区按

2 ：1 的比例共同设立了 3000 万元青年创

业引导资金，由合肥高新区委托有关基

金管理公司实行“免抵押、免担保”模式

扶持初始创业和发展创业，并负责将资

金规模放大至引导资金本金的 5 倍。目

前，资金运行初期就吸引了 32 家创业企

业竞相申请，已支持中国科技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毕业生创办的 18 家企

业，共发放引导创业贷款金额2100万元。

（三）注重机制创新，开展“工学一

体”人才培养。为解决日益突出的就业

结构性矛盾问题，帮助企业储备技能人

才，2014 年，省财政会同省人社部门创

新开展“招生即招工、招工即招生”模式

就业就学试点工作，即通过政府引导、

财政补贴，搭建企业和学校合作桥梁，

引导职业技工院校通过自主招生方式将

企业职工招收为学生，或企业将职业技

工院校新招收的学生录用为准员工，校

企双方共同编制培养计划、课程内容，

充分发挥企业用人机制和学校育人机制

的耦合作用，达到产教学一体化定向培

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目标，发挥社会、

企业、学校和劳动者多赢效应。目前已

有 100 户企业与 20 家职业技工院校签订

合作协议，5365 名学员参加试点。

提升资金效益，优化绩效考评

从 2011 年开始，推动绩效理念融入

就业资金使用管理的全过程，着力建立

健全就业资金绩效考评长效机制，促进

各项就业政策落实。

（一）坚持制度先行。实施绩效考评

的基础和关键是如何科学设计制度、设

置指标。2011 年，在学习借鉴、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就业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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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绩效考评办法，围绕目标任务、政策

落实、资金使用、产出效果等，设置了

定性、定量 2 大指标以及保障性、促进

性、创业性等 9 大分指标，建立了较为

全面、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

（二）精心组织实施。每年年初，根

据绩效考评办法规定，制定具体的年度

就业资金绩效考评实施方案，明确就业

资金绩效考评每项工作的步骤和流程。

同时，集中力量，通过市县开展自评、

省级书面审核、重点指标考核、结合实

地核查等四个阶段，对全省各地上年度

就业资金使用和就业政策落实等开展绩

效考评，并形成最终的全省绩效考评结

果和评价报告。

（三）强化结果运用。绩效考评的根

本目的在于促进工作、提高效益。为此，

安徽省将考评结果加以积极运用，制定

了就业专项资金绩效分配办法，将考评

结果纳入资金分配的重要权重和因素

指标。如 2014 年绩效考评排名前 3 位的

市分配资金 3.26 亿元，占分配资金总量

14.1% ；排名后 3 位的市分配资金 1.51

亿元，占分配资金总量的 6.6%，充分体

现绩效考评结果与资金分配相挂钩的激

励奖惩分配机制。

通过开展绩效考评，全省就业资

金使用效益进一步提升，绩效倒逼机

制效应进一步显现。一是执行进度不断

加快。2014 年，全省就业支出总量达到

31.83 亿元，较上年增长 2.95 亿元，增幅

10.2% ；当年执行进度 100.1%，逐步向

消化历年结余的良好态势发展。二是支

出结构不断优化。2014 年，职业介绍、

技能培训等促进性就业支出 11.97 亿元，

占总支出资金 37.6%，较上年增长 2.1 个

百分点。三是产出效益不断提高。2014

年投入 4.3 亿元培训补贴资金，支持 55.8

万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后就业人

数 37.4 万人，培训后就业率达到 67.1%，

较上年增加 0.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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