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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 庆 市 财 政 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
工作的通知

渝人社发〔2024〕13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财政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

财政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财政

局，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财政局：

为增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创业、服务产业发展的效果，

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23〕

181号）、《“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人社部发〔2021〕

102 号），现就进一步做好我市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有关工作通

知如下：

一、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类型及人员范围

（一）就业技能培训（含就业适应性培训）：六类人员，包

括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

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适

用时间为毕业当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下同）、城乡未继续

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适用时间为毕业后一年内，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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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低保

家庭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残疾人、退捕渔民、去产能企业职

工，以及公益性岗位就业登记人员等）。

（二）岗位技能培训（含岗前培训、通用职业素质培训）：

企业在 1 年内新录用的六类人员。已单位参保或单位就业登记的，

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班次。

（三）劳动预备制培训：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含

中职）毕业生。

（四）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以企业技能岗位新招用人员和

转岗人员为主，兼顾各类技能岗位在岗员工。

（五）技师培训项目：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缴纳失业保险费，

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2个月及以上的企业职工，参加 A类、B

类及 A+类职业（工种）培训后，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六）创业培训：

1．产生你的企业想法（以下简称 GYB）培训：六类人员；

2．创办你的企业（以下简称 SYB）培训：六类人员和创业 1

年内的社会劳动者；

3．改善你的企业（以下简称 IYB）培训：创业 1 年以上的社

会劳动者；

4．网络创业培训：六类人员和已创业的社会劳动者。

（七）求职能力实训：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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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就业困难青年群体为重点，兼顾其他未就业的青年群体。

（八）鲁渝以工代训：通过东西部劳务协作转移到山东省稳

定就业 3个月及以上的我市脱贫人口。

二、职业培训补贴标准

（一）根据技能复杂程度和就业市场急需紧缺需求，就业技

能培训、岗位技能培训分为 A 类（非常紧缺）、B 类（紧缺）、

C类（一般）三类。培训后取得 B 类相关证书的，培训补贴标准

上限和课时费标准见附件，培训后取得 A 类、C 类相关证书的，

培训补贴标准上限较 B 类分别上浮、下浮 30%，课时费标准较 B

类分别上浮、下浮 15%。属于我市产业发展急需的 A 类职业（工

种），设立为 A+培训项目，培训补贴标准上限和课时费标准分

别较 B 类上浮 60%、30%。各区县可结合实际，对于劳务品牌和

培训品牌的培训项目，培训补贴标准上限可另行上浮 30%，对于

市级及以上的职业训练院、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单位、办学

评估优秀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培训补贴标准上限、课时费标准可

另行分别上浮 10%（其中，国家级公共实训中心的培训补贴标准

上限、课时费标准分别上浮 20%）。A、B、C 及 A+培训目录由

市人力社保局动态公布，未纳入目录的按照 B 类执行。对于数字

技术工程师等区域产业急需项目的培训补贴标准及细则，市人力

社保部门、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二）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求职能力实训后实现新就

业创业的（单位参保或就业登记），按补贴标准 110%给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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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补贴，未就业创业的，按补贴标准 90%补贴，参训时已就业

的，按补贴标准 100%补贴，相关补贴资金拨付学员个人或培训

机构。岗位技能培训，按照补贴标准的 100%，给予职工个人或

企业职业培训补贴。

（三）对国家和我市重大改革、重大发展战略中的企业职工、

失业人员等社会劳动者，可采取项目制方式，整建制开展技能培

训或创业培训，按照补贴标准的 100%，向培训机构给予职业培

训补贴。

（四）就业适应性培训不超过 18课时，岗前培训、通用职业

素质培训不超过 30课时。

（五）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标准为 5000 元/人·年，培训周

期 1年或 2 年，每月不少于 2次考勤打卡，相关补贴资金拨付培

训机构，承训机构为技工院校。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的农村学员

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可按照 2000 元/人·年的标准，给予生活

费补贴。

（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标准为 5000 元/人·年，其

中，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6000

元/人·年，培训时长 160 课时/年，最长不超过 2 年。补贴资金

直补企业，承训机构为我市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建设单位、企业培训中心和办学评估优秀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

（七）技师培训项目补贴标准为技师 2500元/人、高级技师

3000元/人，培训时长 50课时，补贴资金直补个人，承训机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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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企业培训中心、公共实训中心。

（八）创业培训中，GYB 培训 24 课时，补贴标准 400 元/

人；SYB 培训 80课时，补贴标准 1500元/人（其中，已参加 GYB

培训或已创业的，可培训 56 课时，补贴标准 1100元/人）；IYB

培训 56 课时，补贴标准 1500 元/人；网络创业培训 56 课时，补

贴标准 1300元/人。

（九）求职能力实训 56课时，补贴标准 1300元/人。

（十）鲁渝以工代训无需提供培训计划和相关证书，补贴对

象为通过鲁渝劳务协作到山东就业人员，补贴标准为 3000元/人，

补贴资金直补个人。

（十一）脱贫人口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并取得相应

证书的（不含企业职工、公益性岗位人员、在校学生等），在线

下培训期间，按照 17 元/人·课时的标准，给予培训期间生活费

补贴，最长不超过 180课时，与失业保险待遇不同时享受。

（十二）线上培训一般不超过总学时的 30%，补贴标准（就

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培训）为 10元/人·课时，不执行 A 类、

C类及 A+类上浮、下浮标准。部分知识型技能工种，经评估后可

适当扩大线上培训学时占比。

（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第

二大类中的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职业（工种）和第三至第六

大类的技能类职业（工种）、我市专项职业能力、区县特色职业

（工种）以及产业发展培育项目纳入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总体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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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可以开展评价或考核的职业（工种），不能以培训合格证书

申领职业培训补贴。

（十四）实施弹性学时，除有明确规定外，培训机构可结合

实际，确定各类培训项目的集中培训课时，区县人力社保经办机

构在开班审核时予以认定。每天培训一般为 6课时（创业培训为

8课时/天），45分钟为 1 课时，因工学矛盾、培训评价衔接等原

因，个别培训时长不超过 8课时/天。

（十五）实施弹性学制，支持各类参训人员特别是企业职工，

通过周末班、夜间班、工余班和线上培训，解决工学矛盾问题。

岗位技能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技师培

训项目的部分实训课程可采取跟班见习、岗位实训、顶岗作业等

形式完成，不具备监控、打卡条件的可采用企业承诺、培训日志

等形式。

（十六）各类培训每个班次一般不超过 50人，其中，创业培

训每个班次不超过 30人（网络创业培训不超过 35人）。企业委

托培训班次的工匠精神、劳动意识和通用理论等课程，可采取多

班制集中教学。

三、职业技能评价补贴

（一）人员范围：在我市取得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六类人员，给予职业技能评价

补贴。

（二）补贴标准：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150元/人；职业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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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初级工（五级）200元/人、中级

工（四级）250元/人、高级工（三级）300元/人、技师（二级）

400 元/人、高级技师（一级）500 元/人。其中，纳入 A 类、A+

类职业（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上浮 30%。

（三）补贴方式：符合条件的六类人员向鉴定评价地所在区

县人力社保部门提出补贴申请，经比对核实、公示等程序后，将

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发至个人。

四、有关要求

（一）各区县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覆盖培训资金申领、审核、

支付、统计等全过程的监管体系，严格落实“两目录一系统”制

度，按照“凡补必进、不进不补”的原则，通过职业培训“免申

即享”系统，使用实时监控、每日打卡、每课拍照等监管技术，

并及时将资金拨付凭证上传管理系统，确保培训信息数据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

（二）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评价补贴由就业补助资金、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结余）资金等列支。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专账（结余）资金列支的就业技能培训和岗位技能培训，企业职

工人员范围及资金使用要求按照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有关规定执

行。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达到相应技能水平

的，即可申报参加职业资格鉴定或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专项职业

能力考核、结业考核考试，按照培训学时和课时费标准核发职业

培训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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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培训补贴按照“先垫后补”的原则，鼓励采取劳

动者自主缴费参训、完成培训后直补个人的形式。拨付个人的职

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评价补贴，优先发至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

社保卡，未开通金融功能或无社保卡的，发至本人银行账户。

（四）每人每年参加我市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不超过 1次（以

培训开始时间为准），累计享受 3次职业培训补贴后，不再享受

就业补助资金列支的职业培训补贴。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

的证书，不可同时申领职业培训补贴、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

已参加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员，不可申领同一职业（工种）

同一等级的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同一职业（工种）的同一等

级或更低等级证书，不可重复申领职业培训补贴。参训人员年龄

不超过男性 60周岁、女性 55周岁。

（五）每人每年可享受 1次职业技能评价补贴，补贴对象的

年龄不超过男性 60周岁、女性 55周岁〔鉴定（评价）证书生成

时间为准〕，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或更低等级的职业技能

评价补贴不重复享受。累计享受 3次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后，不再

享受就业补助资金列支的职业技能评价补贴。职业培训补贴、职

业技能评价补贴均不受人员户籍限制，不能为按月领取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或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六）各区县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突出培训就业导向，聚焦重

点群体就业需求，聚焦重点产业企业用工需求，整合用工需求端、

培训供给端、劳动求职端三方资源，加强紧缺职业（工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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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培训质效。各区县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情况，纳入全市就

业工作评价和有关资金的分配因素。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

本通知执行。

附件：B类职业（工种）培训补贴标准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 庆 市 财 政 局

2024年 5月 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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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类职业（工种）培训补贴标准

培训合

格证书

专项职业

能力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培训补贴标

准上限（元）
800 9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课时费标准

（元/课时）
17 19 21 23 25 30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