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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鼓励政策

（一）企业新增就业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新增岗位：按申报补贴年度与上年度企业实际从业

人数的差额确定。

企业（包括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依法为高校毕业

生缴纳社会保险并进行就业登记的，按照“先缴后补”

的程序，对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

给予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部分）。

补贴期限：吸纳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劳动合同期内

补贴不超过 4 年。

（二）企业新增就业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奖

励。

企业（包括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新增就业岗位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并进行就业登记

的，每吸纳一人给予企业 1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

（三）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税收减免政策。企

业（企业是指属于增值税纳税人或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

企业等单位，包括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招用毕业年度

内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普

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毕业年度

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与

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 年内按实

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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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

准为每人每年780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按上述标准计算的税收扣减额应在企

业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税额中扣减，当年扣

减不完的，不得结转下年使用。

二、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优惠政策

（四）小微企业新增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每吸纳 1 名高校毕业生并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基本

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补贴期限可延长至 4 年。

（五）小微企业新增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奖

励。每吸纳 1 名高校毕业生并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

给予 1000 元 / 人的一次性奖励。

（六）小微企业新增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贷款补贴。

小微企业新增岗位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签订 1 年以上劳

动合同、符合小额担保贷款条件的，每吸纳 1 人，企业

可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10 万元，并享受２年的财政贴息。

三、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优惠政策

（七）首次创业补贴。对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

其自主创业、取得营业执照并正常经营三个月以上的

（2015 年 8 月 20 日以后登记注册）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其中：对自主创业的给予 2000 元的补贴，对两人及以上

合伙创业的给予 3000 元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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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创业一次性奖励。高校毕业生凡在青海省内

从事个体经营、创办小微企业或网络商户，依法登记注

册，领取营业执照并正常经营 1 年以上的（2015 年 8 月

20 日以后登记注册），给予一次性创业奖励。正常经营

1 年以上是指：有正常营业收入和一定的盈利，企业招

用员工的，要符合签订劳动合同，进行就业登记，按月

向员工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且小

微企业认定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执行。

奖励标准：高校毕业生创业奖励 1 万元。

（九）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对 2015 年 8 月 20

日以后登记注册的创业者，创业期间，每新开发一个就

业岗位并招录1名就业困难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同时进行就业登记的，给予 1000 元一次性补贴，对每个

经营主体的补贴额度最高不超过 2 万元（新招录人数的

确定要与新开发的岗位数一致）。

（十）求职创业补贴。对各高校享受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残疾、获得国家助学

贷款的应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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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元的求职创业补贴。

（十一）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持《就业

创业证》（注明“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高

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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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在 3 年（36 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 14400 元

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十二）创业担保贷款。将小额担保贷款调整为创

业担保贷款，贷款额度统一调整为不超过 20 万元，合伙

创业的可以累加。对个人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在基础

利率上上浮 3 个百分点以内的，由财政给予贴息。科技

型小型微型企业招收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比例

的，可申请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并享

受财政贴息。

（十三）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在国家规定的贷

款额度、利率和贴息期限内，按照实际的贷款额度、利

率和计息期限计算。其中，对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个人

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全额贴息；对其他地区符

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第 1 年给予全额

贴息，第 2 年贴息 2/3，第 3 年贴息 1/3。对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按照贷款合同签订日

贷款基础利率的 50% 给予贴息。对展期、逾期的创业担

保贷款，财政部门不予贴息。

四、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优惠政策

（十四）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

就业，以及创办领办农牧民合作社的高校毕业生，在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就业创业登记的，按照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实际缴费的70%予以社保补贴。



青海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清单

5

五、高校毕业生创办领办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优惠

政策

（十五）高校毕业生创办领办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

生活补贴。大中专毕业生创办领办农牧民合作社的，3

年内给予每人每月 1000 元生活补贴。

（十六）高校毕业生创办领办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参照“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补贴政策”中“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执行。

（十七）高校毕业生创办领办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

创业担保贷款。自主创业可申请最高额度不超过20万元、

为期 3 年的创业担保贷款，并给予财政贴息；合伙经营

或组织起来就业的，可申请总额度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的担保贷款。

（十八）高校毕业生创办领办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

税费减免政策。参照“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补贴政策”

中“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执行。

六、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培训优惠政策

（十九）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补贴。高校学生（包

括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学院职业

教育类学生）在校期内均可参加创业培训，享受高校毕

业生培训补贴政策。

七、高校毕业生参加基层服务项目优惠政策

（二十）基层职称评审制度。在乡镇一线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在初次职称认定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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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专学历在聘用本年度考核合格后可以认定评审员

级职称，大专学历在聘用第三年度考核合格后可以认定

评审助理级职称，本科学历在聘用本年度考核合格后可

以认定评审助理级职称。医疗卫生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毕业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到海西州、海南

州、海北州、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和海东市循化县、

化隆县县以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可直接参加中

级职称考试，考试通过的直接聘任中级职称。基层专业

技术人员职称评审时，注重乡镇工作实绩考核，论文、

科研成果、外语和计算机应用水平等不作硬性要求。对

在乡镇一线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20 年以上，或做

出重要贡献的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同等条件下，可优先

申报职称。推广中小学教师、卫生等重点领域专业技术

人才晋升高级职称须有 1�年以上农牧区基层工作服务经

历的做法。对将档案存放在工作地县（市、区）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的高校毕业生，由县（市、区）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为其提供档案资料和职称申报等配套服务。

（二十一）鼓励参加基层服务项目。“三支一扶”计划、

“特岗教师”计划、“西部计划”、“青南计划”等高

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的服务人员服务期内享受生活费

补贴、社会保险补贴、交通费补贴、体检费、计算工龄

等相关政策，从事专业技术岗位的基层服务项目服务人

员，服务期内参照服务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标准、

条件和程序进行职称评审认定。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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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在参加机关事业单位考录招聘、各类企业就业、

自主创业、落户、升学等方面可同等享受应届高校毕业

生的相关政策。

（二十二）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参军入伍

享受优惠政策如：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研究生招生计划、

学费补偿和贷款代偿、复学升学、就业创业等。退役士

兵报考公务员、应聘事业单位职位的，在军队服现役经

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服现役年限计算为工作年限。事

业单位招聘管理岗位中，每年安排一定岗位定向招聘大

学生退役士兵。

（二十三）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乡镇机关

招录公务员时，学历可放宽到大专以上，且不受专业和

开考比例限制（特殊职位岗位除外）。市（州）、县（市、

区）在安排年度考录招聘计划时，结合本地实际，可安

排一定比例数量的职位（岗位）面向本市（州）户籍的

高校毕业生 ; 在县 ( 市、区）、乡（镇）两级中小学教师

编制和医疗机构人员配备总量内，可拿出一定数量的空

编，面向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

（二十四）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将在基层重

点领域就业创业的优秀高校毕业生作为后备人才，实行

导师制培养模式，由用人单位负责人或业务带头人进行

“一对一”传帮带，原则上放在校长助理、所长助理、

专家助理、总经理助理等重要岗位上进行锻炼培养，促

进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在基层成长成才。各地区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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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和用人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大对后备人才的

支持力度，为其在基层工作生活提供便利。上级机关事

业单位选拔干部人才、同级单位岗位职务（等级）晋升

和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应将纳入后备人才的优

秀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人选对象。

（二十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最新政策。根据青

人社厅发〔2019〕�号：一是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对在县以下基层服务单位期满并考核合格的基层服务项

目人员，可通过直接考察的方式择优聘用到服务地乡镇

事业单位，在考察过程中应注重工作实绩在组织考察中

的权重。二是对小微企业吸纳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的认定以在我省登记失业为准）。三是在符合学

位论文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允许本科生用创业成果申请

学位论文答辩。四是支持和鼓励高校毕业生投身农牧业

现代化建设，创办领办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对到贫困

村创业符合条件的，优先提供贷款贴息、场地安排、资

金补贴。五是放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对获得市（州）

级以上荣誉称号以及经金融机构评估认定信用良好的大

学生创业者，原则上取消反担保。六是要发挥好大学生

创业孵化基地创业服务载体的作用，为毕业生创业提供

咨询辅导、项目孵化、场地支持等服务，对入驻实体数

量多、带动就业成效明显的，给予一定奖补。

八、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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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生活费补贴和一次

性奖励。见习基地组织高校毕业生见习，符合条件的，

可按规定享受生活费补贴和一次性奖励。

补贴标准：见习期限一般为3至12个月，对见习期满，

且留用率达到�30%( 含 ) 以上不足 50% 的，按每人每月

700 元标准给予见习补贴；留用率达到�50%( 含 ) 以上的，

按每人每月 1000 元标准给予见习补贴。对见习期满留用

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登记就业的，按实际签订

劳动合同人数，给予一次性 1000 元 / 人奖励。

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优惠政策

（二十七）疫情期间部分行业“先上岗，再考证”

（1）对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实

施“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凡符合教师资格考

试报名条件和教师资格认定关于思想政治素质、普通话

水平、身体条件等要求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先上岗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再参加考试并取得教师资格。对护

士执业资格、渔业船员资格、执业兽医资格、演出经纪

人员资格、专利代理师资格等�项准入类职业资格实施“先

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凡符合该项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先上岗从事相关工作，再

参加考试并取得职业资格。用人单位在�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不得将取得上述职业资格作为

限制性条件。

（2）尚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高校毕业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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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和申请律师执业

实习其他条件的，可先申请实习登记，在律师事务所实

习�实习期满经律师协会考核合格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的，或者自收到考核合格通知之日起一年内取得法律

职业资格证书的，可以按规定申请律师执业。

（3）各地区统筹安排技能培训，补贴时，要将先上

岗的高校毕业生纳入补贴范围。用人单位要按规定对先

上岗的高校毕业生加强岗位培训，提高其实际工作能力。

（4）落实先上岗的高校毕业生各项待遇保障，按照

规定为高校毕业生计算工龄，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

切实维护合法权益。对实施 " 先上岗、再考证 " 阶段性

措施的准入类职业资格，高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被聘用从事相关工作的，事业单位与先上岗的高校

毕业生签订聘用合同时，应当按规定约定一年试用期 ;

先上岗的高校毕业生在试用期内未取得相应职业资格的，

应当依法解除聘用合同。

（二十八）湖北籍毕业生享受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2020 年疫情期间，将省内就读的湖北籍应届高校毕

业生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毕业生纳入一次性

求职创业补贴政策享受范围，给予一次性 1000 元的求职

创业补贴。

（二十九）中小微企业吸纳应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

补贴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中小微企业每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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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

进行就业登记的，给予企业10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十、其他优惠政策

（三十）高校毕业生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对通过职

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

毕业生，给予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三十一）创业孵化基地奖补。对新建创业孵化基

地及高校创业园给予一次性建设奖补。孵化基地要为创

业者提供免费的创业指导、创业培训（实训）、政策咨询、

项目推介、跟踪管理等服务，经营场地租金和水电暖费

用实行减免优惠政策。其中：对新建创业孵化基地按其

入住创业户数计算，每入住一个企业给予 2 万元的奖励

性补助；对新建高校创业园给予 20 万元的奖励性补助。

并对已建成的优秀孵化基地和高校创业园给予三年的运

营补贴，其中：每个优秀孵化基地按每年入住创业户数

计算，每户每年补贴 5000 元；每个优秀高校创业园每年

补贴 20 万元。

（三十二）支持打造劳务品牌。打造培育省级优秀

劳务品牌，并进行扶持和推广。对认定的劳务品牌以“以

奖代补”的形式给予补助。品牌推广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的形式，选择专业服务平台进行（如：行业协会、行业

龙头企业、专业策划团队等）被认定为省级劳务品牌的，

从业人员可免费享受与品牌发展有关的技能提升培训和

创业能力提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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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补充创业贷款担保基金。对放贷效应突出、

成效明显的地区给予适当补助，以补充扩大其创业贷款

担保基金规模。其补充额度综合考虑各地通过创业贷款

担保基金新增贷款规模、担保放贷倍数、扶持创业项目数、

新增就业人数及贷款坏账损失率等因素确定。

十一、青海省高校毕业生离校后的就业服务渠道

高校毕业生离校后，可通过各级就业局获取岗位信

息、咨询就业政策、享受就业服务。

西宁市就业局 0971-6142827

城东区就业局 0971-8208267

城中区就业局 0971-8222341

城西区就业局 0971-6104519

城北区就业局 0971-5127957

大通县就业局 0971-2722831

湟源县就业局 0971-2432365

湟中县就业局 0971-2232302

海东市就业局 0972-8615773

乐都区就业局 0972-8622352

平安区就业局 0972-8610700

化隆县就业局 0972-8712109

循化县就业局 0972-88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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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县就业局 0972-8322594

民和县就业局 0972-8583753

海西州就业局 0977-8222360

格尔木市就业局 0979-8418629

德令哈市就业局 0977-8218206

茫崖市就业局 0977-8251136

都兰县就业局 0977-8332552

乌兰县就业局 0977-8241825

天峻县就业局 0977-8262110

大柴旦行委就业局 0977-8281979

海南州就业局 0974-8512255

共和县就业局 0974-8512051

贵南县就业局 0974-8502477

贵德县就业局 0974-8553318

同德县就业局 0974-8591107

兴海县就业局 0974-8582097

海北州就业局 0970-8643731

海晏县就业局 0970-8630044

祁连县就业局 0970-8672908

门源县就业局 0970-861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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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察县就业局 0970-8653219

玉树州就业局 0976-8822269

玉树市就业局 0976-8822956

称多县就业局 0976-8861711

囊谦县就业局 0976-8871060

杂多县就业局 18897266556

治多县就业局 0976-8891571

曲麻莱县就业局 0976-8851234

果洛州就业局 0975-8381281

玛沁县就业局 0975-8383760

玛多县就业局 0975-8345707

甘德县就业局 0975-8304859

班玛县就业局 0975-8322386

达日县就业局 0975-8313206

久治县就业局 0975-8331027

黄南州就业局 0973-8797992

同仁县就业局 0973-8722379

尖扎县就业局 0973-8723515

泽库县就业局 0973-8753417

河南县就业局 0973-8762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