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培育更多制度机制全、
专业程度高、服务能力强、基础
保障好的基层调解组织，持续
推动本市基层调解工作上水
平，2023年，上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总工会、上
海市企业联合会/上海市企业
家协会、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共同开展了上海金牌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组织评选活动，这是
上海连续第三年开展此项活
动。经评审，最终共有15家调解
组织入选！本期分享宝山区顾
村镇的优秀经验做法。

近年来，上海市宝山区顾
村镇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中
心坚持“预防为主、基层为主、
调解为主”，建立以镇调解中心

为核心，辐射全镇村、园区、企
业的多层次、全覆盖预防调解
体系，通过“事前引导、事中调
解、事后跟踪”三事法，为劳动
者和企业提供预防、调解、仲裁
三位一体的“一站式”特色服
务，形成了争议处置镇域范围
内全流程、闭环式工作模式。
2020年至2022年中心成功化
解分流争议逾六成，群体性争
议调解率近七成，有效维护了
区域内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小秘书”咨询服务立足
事前引导。借助覆盖全镇域的

村居、企业预防调解组织力量
做好日常用工风险排查，中心
66名专兼职调解员为镇域内
企业提供“小秘书”咨询服务，
指导企业规范用工。

“繁简分流+”强化事中调
解。标的明确、责任明晰的劳动
争议案件按照属地化、网格化
原则由兼职调解员快速处置；
繁杂案件由专职调解员精细化
处置；群体事件和突发事件联
合总工会、司法所、派出所等职能
部门共同处置。2020至2022年，
中心平均调解率稳步提高，

2023年案件调解率超过80%。
“二次回访”优化事后跟

踪。案件处置完毕后，中心对当
事人开展第一次回访，对调解
成功的案件敦促履行情况。联
合多部门对争议频发多发企业
开展二次回访，提供政策宣讲
服务，对履行有困难的案件动
员双方当事人在本镇仲裁工作
站开展仲裁文书审查。2020年
至 2022 年中心共回访案件
930 余件，开展仲裁文书审查
160余件，调解协议书履行率达
到100%，当事人满意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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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今年将实施市人社局今年将实施““120120万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万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全力打造技能培训全力打造技能培训““上海方案上海方案””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 局 局 长 杨 佳 瑛 近 日 做 客

“2024 上海民生访谈”节目，就
市民关心的就业、职业技能提
升等热点话题进行交流。

全力打造技能培训
“上海方案”

杨佳瑛介绍，今年，市人社
局把技能培训作为促就业工作
的重点，以实施“120 万职业技
能培训计划”为抓手，全面提升
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

一是围绕重点产业、企业，
开展前瞻性分析预测，动态更
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和新技
能培训项目两个目录，将其作
为技能人才培养的“风向标”。

二是优化升级培训内容，
突出就业导向，聚焦在职人员、
高校毕业生以及失业人员等各
类群体的现实需求，增强技能
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让他
们通过培训“能就业”“就好业”。

三是加强各方资源整合与
协同发力，联动经信、国资、交
通、住建、教委、民政、商务、科委
等相关行业、产业主管部门，调
动院校、行业企业、社会培训机
构等多方主体的积极性，全力打
造技能培训的“上海方案”。

今年推出的 100 项急需紧
缺职业（工种）目录，主要集中在

“3+6”重点产业领域，有关高技
能人才政策向重点领域倾斜。
33 项新技能培训目录，是当前
产业发展急需但培训空白的领
域，集中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

杨佳瑛表示，人社部门支
持各类培训机构、企业、院校等
以新技能培训目录为指引，开
发更多新技能、新职业的培训
内容。当前，无论是新兴行业还

是传统行业，高技能人才供不
应求，收入水平水涨船高。今
年，上海首次将“培养高级工及
以上技能人才4.5万人次”作为
市政府实事项目。

市人社部门针对今年技能
培训的三个重点人群（在职人
员、高校毕业生和失业人员），
支持政策和做法各不相同。值
得一提的是，对按规
定 参 加 职 业 技 能 培
训，取得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可获得补
贴，补贴标准从600 元
至3500元不等。

对于在职人员，
鼓励企业对员工开展
大规模短期培训，将
前沿技术感知运用的
优势转化为培训的优
势。上线“技能人才需
求填报平台”，企业可
以在平台上填报培训
需求。

对于高职院校学生，会同
市教委，推进实施“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侧重于提升学生的动手及实操
能力，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参
加培训获得技能证书，为毕业
即就业打好基础、畅通渠道。

对于失业人员，“一人一档”
排摸失业人员就业需求，实施
针对性的上岗培训、定向培训。
今年计划开展 2 万人次以上，
力争让参加培训的失业人员都
能尽快上岗就业，提高培训后
的就业率。

全年新增就业人数55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5%以内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牵
动着千家万户的心，高质量充
分就业还可以赋能新质生产力

发展，全社会都高度关注。
过去一年，人社部门建立

健全“1+2+15+保障”就业促进
工作体系，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60.6万个，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
为4.5%，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失
业人员等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稳就业、促
就业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杨佳瑛介绍，今年，本市就
业形势总体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特别是春节后劳动力市场活
跃度明显回升。1-4月城镇新增
就业人数22.45万人，完成全年
目标的40.8%，比去年同期增长
7.83%。一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
4.2%，低于全国1个百分点。

今年，上海的高校毕业生
人数再创新高，达到24.5万人。
人社部门全力推进，促进广大毕
业生毕业即就业，“好就业”“就
好业”，努力做到“三个到位”。

一是拓展渠道到位。今年
以来，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已面
向高校毕业生，累计举办招聘
会630多场，提供就业岗位13万
个。同时，对事业单位、社区工
作者等政策性岗位，在招聘上
尽可能向应届毕业生倾斜。

二是政策支持到位。对于

招用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给予
相关就业补贴、社会保险费补
贴。对于困难家庭的高校毕业
生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
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创
业补贴。对于参加灵活就业的
毕业生群体，给予一定的就业
创业补贴，帮助他们尽快实现
就业及创业。

三是服务跟进到
位。针对高校毕业生
在就业过程中的困惑
或遇到的瓶颈问题，
开展政策宣介、职业
指 导 等 。依 托 本 市

“15 分钟就业服务圈”
站点，对所在地区的
高校毕业生作需求对
接。对未就业的毕业
生，至少提供1次相关
政策推介，1次职业指
导，3 次岗位推介和 1
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

习。对低保、残疾、零就业家庭
的毕业生，按照“一人一策”优
先推荐岗位和见习机会，做好
兜底帮扶。

创业帮扶、企业减负
“一降”“一返”“一补”

上海创业机会多、氛围浓，
居民整体创业活动率（每100位
居民参与创业活动的人数）保
持在 12%左右，每个创业组织
平均带动7个人就业。

针对“创业负担重”问题，
人社部门多措并举，降低其用工
成本，实施初创期创业组织社保
补贴、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等一
揽子扶持政策。去年，享受各类
创业补贴有1.14万户，补贴金额
近2.8亿元。此外，针对一些“创
业能力弱”问题，人社部门全力
推进“马兰花计划”，重点帮助青

年群体提升创业综合能力。
促就业不仅要帮助劳动者

找工作，更要帮助企业稳定岗位。
为企业减负，人社部门推出阶段
性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重点群体一次性
吸纳就业补贴等三项减负政策，
即“一降”“一返”“一补”。

“一降”是指继续实施阶段
性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的
政策。今年，失业保险继续执行
1%的缴费比例；工伤保险基准
费率继续在国家规定的行业基
准费率基础上下调20%。

“一返”是指重启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政策。对于保持用工
规模稳定（即裁员率不高于
5.5%）的企业，按一定比例返还
单位及其职工缴纳的2023年失
业保险费。为体现支持中小企
业稳就业的导向，将对中小微
企业给予更多支持。

“一补”是指实施重点群体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企业
等组织在招用4类群体（应届毕
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
登记失业三个月以上人员，以及
登记失业的 16-24 岁青年）就
业，符合条件的，按2000元/人给
予单位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预计到2025年上海人力资源
服务业营收突破5800亿元

人力资源服务业作为现代
服务业，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人力资源服务业态已
从原来的招聘服务、劳务派遣、人
事代理等，衍生为人才访寻、能力
测评、人力资源配置、数据分析
应用、软件服务等，实现高效匹
配人力资源、快速提升就业者劳
动技能，帮助企业进一步降本增
效，为企业和经济发展赋能。

在上海，像云生未来这样
深耕数字化服务的人力资源机
构不在少数。目前，全市有140多
家人力资源机构被认定为高新
技术企业，有50多家被评为“专
精特新”企业，在加强人力资源
开发利用、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
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杨佳瑛介绍，截至 2023 年
底，上海共有各类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4041家，全年全口径营
业收入超过5300亿元，产业规
模位居全国首位。

预计到 2025 年，上海人力
资源服务业的营业收入突破
5800亿元，力争实现6000亿元，
同时培育10家左右“百亿级”，
20家左右“十亿级”龙头企业，
总部型、高新科技型企业争取
突破200家。

金牌调解组织

做强“一站式”服务，筑牢区域和谐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