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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民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推进本市重点行业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七部
门就进一步加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以及养老护理、
家政服务行业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工作
印发通知，详见：

（一）优 化 职 业 技 能 提 升 补 贴 结
构，围绕产业发展急需、民生保障紧
缺 领 域 ，建 立 健 全 职 业 技 能 提 升 补
贴 目 录 ，对 其 他 项 目 补 贴 建 立 动 态
调 整 和 退 出 机 制 ，具 体 规 定 由 市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另
行制定。

前vs后：
在新政实施前，如获人工智能训

练师（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
员，可享受 2500 元的职业技能提升
补贴。

在新政实施后，同项补贴标准可提
高至2500×130%=3250元。

（二）针对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和模
型运用领域技能人才需求，开发专项
职业能力评价项目，配套专项职业能
力评价证书并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范围。

补贴人群、补贴比例、申请审核、
资金列支等按照本市劳动者申领职业
技能提升补贴的有关规定执行。根据
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情况，建立健全配

套制度，探索扩大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试点范围。

前vs后：
在新政实施前，劳动者只有取得

符合规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方可享受职业技能提
升补贴。

在新政实施后，首批试点 2 个人工
智能领域专项职业能力，即数据标注和
模型运用。通过开发专项职业能力评价
项目并配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纳入职
业技能提升补贴范围，各类补贴对象都
可按规定的补贴比例享受职业技能提
升补贴，今后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
项目范围。

（三）对参加养老护理、家政服务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取得相应职业技
能证书，且自证书核发之日起 12 个月
内实现在本市养老、家政行业用人单
位的养老护理、家政服务岗位就业（含
证书核发时已在岗）的人员，可按照本
市劳动者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的有
关规定申领补贴（申请补贴时应当仍
在岗）。

具体规则按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实
施办法执行。行业主管部门与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建立工作机制，严格资格
审核和监督。对数据错误造成的补贴发
放，行业主管部门配合督促相关人员退
回补贴资金。

前vs后：
在新政实施前，在职人员享受职业

技能提升补贴，劳动者应与本市用人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参加本市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并处于缴费状态，获证后方可申
领补贴。

在新政实施后，考虑到养老护理、
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就业灵活、社保缴
费覆盖面不高的特殊性，将养老护理、
家政服务培训补贴对象拓宽至不与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只
要在养老护理、家政服务行业主管部
门从业人员数据库中确认相关岗位从
业信息的劳动者，即可纳入补贴对象
范围。

（四）本市用人单位根据养老护理、
家政服务等行业需要，对本市失业人
员、协保人员和原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
外省市求职人员等群体委托开展定向
培训的，由用人单位、区就业促进中心、
培训实施机构、学员签订协议。培训实
施机构应将相关培训考核方案报所在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通过后

执行，对培训后考核通过的学员颁发培
训合格证书。

（五）养老护理、家政服务行业相
关用人单位按规定开展职工职业培
训（含线上培训）、定向培训的，纳入
补贴范围的培训对象可拓宽至不与
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养老护
理、家政服务相关从业人员及所在单
位登记（备案）情况、从业状态等信息
分别以民政部门的“上海市养老护理
员信息管理系统”、商务部门的“上海
市家政服务管理平台”数据为准。相
关用人单位名单分别由民政部门、商
务部门确定。

（六）依托各行业科研机构、重点企
业、各类院校等，加大培训评价项目研
发力度，对各类主体承接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养老护理、家政服务
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等
评价项目开发更新的，开发成果经评审
符合资助条件的，给予每个项目最高
10万元补贴资助。

（七）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及养老护理、家政服
务等行业中推进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将培训开班后3个月内与本市企业签订
1年（含）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本市社会
保险费的培训学员，纳入企业新型学徒
制培训补贴对象范围。对企业申请的新
型学徒制培训项目，经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评估通过后，可根据企业需求
在首批培训未完成全周期前开展下批
培训。补贴经费可根据企业意见直接拨
付至培训实施机构。

前vs后：
在新政实施前，原有企业新型学徒

制培训补贴政策只面向企业在职人员。
在新政实施后，考虑到校企合作普

遍的实践经验是在院校学生毕业前即
实施培养，因此新政将学徒制培训开班
时尚未建立劳动关系、但三个月内被用
人单位录用的学员纳入补贴对象范围，
顺应了用人单位和院校的合作培养需
求。目前，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标
准为4000-8000元/人/年。

（八）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聚焦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养老护
理、家政服务领域开发新技能培训项
目，按规定开设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申
请备案为技能评价机构，为劳动者提
供职业技能培训、评价和就业“一站
式”服务。

注：大力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
挥天然优势，参与技能培训和评价活
动。有条件的区正在探索为优质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开设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申
请备案为技能评价机构创建绿色通道。

（九）支持经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评估具备相应培训条件的优质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受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行
业合作用人单位委托，组织实施定向培
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以及根据合
作单位主营业务需求开展职业技能类
职工线上线下培训，并享受相应培训补
贴政策。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由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评审认定后
公布。

注：在本市公布的优质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名单中的单位，无需取得办学许
可，可直接受用人单位委托开展各类纳
入政府补贴的培训项目。

（十）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劳动者
以在职人员身份每年可申请1次职业技
能提升补贴或培训补贴。

广大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如有疑问
可咨询各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拨打
12333热线。

图解重点产业领域技能人才培养新政

一、支持劳动者提升与市场
需求匹配的技能水平

二、支持用人单位开展以促
进就业为导向的职业培训

四、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的培训服务作用

三、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放权赋能

五、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