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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人社字〔2020〕168 号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15 部门
关于印发促进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

若干措施的通知

现将《促进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中共山东省委

组织部

中共山东省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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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山东省民政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山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山东省统计局 山东省医疗保障局
山东省扶贫开发

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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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通知》，

引导劳动力和人才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制定以下措施。

一、加强制度服务创新，激发流动活力

（一）完善选人用人制度，促进职业流动。授权市级公务员

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公务员招录职位审定，组织报名和资格审

查、笔试和面试等工作。适当降低重点扶持区域基层单位公务员

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门槛，可结合实际适当放宽学历、专业

等条件，必要时可降低开考比例、单独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2020

年，进一步深化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放权试点，所有省属高校、

科研院所招聘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或博士，实行“自主组织、

事后备案”。按照“放权、精简、集成、共享”的原则，全面梳理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办事流程，研究起草公开招聘负面清单，加强

公开招聘事中事后监管。（联系处室: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二处，电

话：0531-51775827；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电话：0531-82957607）统筹全省编制资源，对满编超编事业单位

引进高层次人才，使用周转编制予以保障。（联系处室:省委编办

政策法规处，电话：0531-86093678）组织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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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二、三级企业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指导企业

制定完善实施方案，将推行情况纳入省属一级企业主要负责人和

领导班子改革绩效考核评价，确保 2020 年 12 月底前全面推开。

（联系处室 :省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电话：

0531-85103706）

（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区域流动。普通高等院校自

2020 届毕业生开始统一使用电子报到证，2021 年全面推行电子报

到证，简化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网上签约流程，实现“秒办”服务。

（联系处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电

话：0531-88597832;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电话：0531-81676803）

完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2020 年底前，全面启用全省流动人

员人事档案业务统一经办平台和网办平台，加快建设数字化档案

和基础信息资源库，逐步实现档案转递线上申请、异地通办。（联

系处室：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电话：0531-88551455）完

善企业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省内企业职工跨市转移接续“只

转关系，不转资金”。（联系处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养老保

险处，电话：0531-86152136；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电话：

0531-81915910）扩大住院异地就医联网定点医疗机构范围，重点

向基层医疗机构延伸，2020 年底前，实现异地住院联网乡镇（街

道）全覆盖。（联系处室：省医保局医保中心，电话：0531-86198972）

（三）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有序流动。健全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维护市



— 5 —

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开展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促就业行动，更

好发挥市场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和促进就业创业中的作用。实施

产业园建设、骨干企业培育、行业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推动人力

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2020 年制定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管

理办法，促进产业园提质增效。对批准建设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的，给予每家不超过 300 万元一次性创建补贴。评选一批人

力资源服务业骨干企业和领军人才，符合条件的领军人才纳入人

才扶持政策体系。（联系处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流

动管理处、劳动监察处、执法监察局，电话：0531-86109704、

88597655、86950235；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电话：0531-82669858）

二、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拓宽流动空间

（四）完善评价制度，拓宽技术技能人才发展通道。动态调

整修订职称评价标准，畅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领域

人才职称申报渠道。2020 年起，支持省级以上开发区（含经济技

术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高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合

作组织示范区等产业密集、人才聚集的区域）开展特色专业职称

评审，加快新兴产业、职业领域人才评价标准的开发，实行社会

化评价模式。2020 年，在农业、工程、统计系列建立“定向评价、

定向使用”的基层职称制度，制定出台相应系列的基层职称评价

指导标准；在自然科学研究系列增设技术经纪专业职称。（联系处

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电话：

0531-86062283；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电话：0531-8235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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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事处，电话：0531-86934033；省统计局人事

处，电话：0531-86197816；省科技厅人事处，电话：0531-66777073）

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建立完善国家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并行的技能人才多元化评价体系。

从 2020 年起，在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全面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

价。2020 年遴选一批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实行动态管理，有序开

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为不具备自主评价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职工

和社会人员提供职业技能评价服务，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全覆

盖。适应新兴产业、地方特色产业技能人才评价需要，加大专项

职业能力考核开发力度。（联系处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

能力建设处，电话：0531-86013513；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电话：0531-86023201）2020 年，制定全省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

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办法，打破职业技能评

价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界限。2020 年，在企业设立特级技师岗位，

待遇对应正高级工程师职称执行。（联系处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电话：

0531-86914920、86062283）

（五）强化引才聚才，拓宽优秀人才来鲁通道。用人单位在

省外设立的研发中心全职聘用的高层次人才，申报省级重点人才

工程可享受省内人才同等待遇。（联系处室：省委组织部人才工

作处，电话：0531-51775087；省科技厅外国专家服务处，电话：

0531-66777273；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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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1-86198051）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的外籍人才，在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省级以上开发区

办理科技型企业登记注册时，允许使用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作为

身份证明，不再提交公证认证文件，与中国籍公民持居民身份证

办理企业登记享受同等待遇。（联系处室：省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

处，电话：0531-88527326）统筹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发挥“海洽

会”品牌引才效应，打造海内外高端人才长效对接平台。（联系处

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电话：0531-86954691）

实施“博士后英才汇聚计划”，简化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设立方

式，提高博士后待遇，吸引优秀博士后人才选择山东、留在山东。

（联系处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电话：

0531-82957098）健全完善“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制度，建

立“直通车”引才服务队，在国内外知名高校设立招聘联络站，

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来山东创新创业。（联系处室：省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电话：0531-81850345）推进实施“惠才卡找人”，

将优秀经营企业家人才、在省外入选国家级重点人才工程的山东

籍高层次人才以及在省外入选国家级、省级及区域性中心城市重

点人才工程并到山东创新创业的高层次人才纳入“山东惠才卡”

服务范围。（联系处室：省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电话：

0531-88597980）

（六）加强教育培训，拓宽劳动者职业发展通道。加快构建

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合作办学长效机制，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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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积极承担国家“学历证书+若干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1+X）”制度试点，引导职业院校将证书培训内

容有机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和评价模式。（联系处室：省教育厅职

业教育处，电话：0531-81916538；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

力建设处，电话：0531-86914920）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推行“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紧扣产业转型升级和劳动者发展

需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

和就业创业能力。持续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2019-2021 年），

2019-2021 年，每年培训 100 万人次以上。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

徒制，逐步扩大培训覆盖面，2020 年培训 1万名以上企业新型学

徒，2021 年起，每年力争培训 2 万人以上。（联系处室：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电话：0531-86914920；省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电话：0531-86198038）

三、健全兜底保障机制，维护流动权益

（七）完善扶贫长效机制，促进贫困群体向上流动。健全防

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即时帮扶机制，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加快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到 2020 年年

底，2000 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每村有 3-5 名致富带头人，带领贫

困人口脱贫增收。探索 2020 年后扶贫开发长效机制，开展解决农

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试点。（联系处室：省扶贫开发办行业社会组，

电话：0531-51776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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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困难学生起点公平。推进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深入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工程，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深化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

管理改革，实施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促进优质师资均衡配置。

完善控辍保学工作机制，保障困难学生公平受教育权利，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继续实施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招生专项计划，

扩大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的规模。（联系处室：省教育厅基

础教育处，电话：0531-81916517；省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电

话：0531-86191603）

（九）加强社会援助救济，保障困难人员发展机会。建立就

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制度，依序优先安排零就业家庭

成员、建档立卡适龄贫困劳动力、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就业，落实

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联系处室：省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电话：0531-86150090）实施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

用金制度、急难对象 24 小时先行救助制度，对困难群众进行及时

救助。（联系处室：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电话：0531-86014096）





主送：各市党委组织部、编办，政府发展改革委、教育局、科技局、

工业和信息化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农业

农村局、国资委、市场监管局、统计局、医保局，扶贫开发办。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年 12月 15日印发

校核人：顾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