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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鲁人社发〔2015〕22号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建立建设项目和重要政策 

就业联动机制的意见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各大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山东省就业促进条例》

有关规定，以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的意见》（鲁政办发〔2013〕25 号）要求，经与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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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工商局、省法制办、省残疾人联

合会、省工商联、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共同研究，并报省政府

同意，现就全省建立建设项目和重要政策就业联动机制，提出以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建立建设项目与就业工作联动机制，实现招商引资、项目立

项、土地征收、项目实施与就业联动，形成建设项目底子清、用

工需求情况明、资源配置效果好的良好格局。建立重要政策与就

业工作联动机制，实现政策制定与就业风险评估同步进行、政策

实施与失业风险防控同步进行，形成改革发展、宏观调控、产业

调整、社会管理等方面政策与促进就业政策配套联动的良好局面。 

二、建立建设项目与就业联动机制 

（一）项目招商与就业联动。各级、各有关部门在引进各类

项目时,要把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作为项目引进评估的重要内容,

予以统筹考虑。招商引资达成初步意向后,招商协议应明确有关就

业事项。 

（二）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与就业联动。各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要积极与项目主管机关、项目实施单位沟通联系，及

时掌握各类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外商投资项

目和其他项目对就业的影响。项目实施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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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社会效益评价”部分，对项目实施可能对

就业、社会保障、劳动力培训等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对于项目

实施或建成后可能造成现有就业岗位流失、所涉及领域就业吸纳

能力下降或被征地农民增加等负面影响的，项目主管部门要加强

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沟通，在项目立项、日常管理、后续

保障中予以统筹考虑。 

（三）土地征收与就业联动。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土

地征收造成被征地农民增加的,在土地征收公告发布后，国土资源

部门要将被征地农民基本情况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县

（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国土资源部门、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及时摸清被征地农民就业创业和职业培训需求

等，结合征地补偿安置情况,制定被征地农民安置分流方案,报县

（市、区）政府审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将被征地农

民基本信息、需求信息录入就业联动信息管理系统。 

（四）项目实施与就业联动。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

按照属地化原则，建立建设项目跟踪服务制度，及时为辖区内建

设项目提供服务。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及劳动用工、职业培训等需

求，录入就业联动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动态管理。要在充分发挥

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根据项目实施单位需求，通过举办招聘会、

人才引进、劳务合作等多种方式，为建设项目提供人力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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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落实好职业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稳岗补贴、

小额担保贷款、税费减免等就业扶持政策，鼓励项目单位吸纳高

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未就业残疾人、被征地后失

业人员等群体就业。 

三、建立重要政策与就业联动机制 

（一）政策制定与就业联动。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研究制

定改革发展、宏观调控、产业调整、社会管理等方面政策时，要

统筹考虑政策实施可能对就业吸纳能力、就业岗位、公平就业、

就业创业环境、就业质量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按照规定进行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并将政策实施可能对就业产生的重要影响作为风

险评估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部门

在拟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计划等重要经济政策时，要

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意见。 

（二）政策实施与就业联动。牵头部门要对出台的重要政策

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就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要

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反馈。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失业风

险、劳动权益纠纷等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相关部

门，根据就业形势需要，适时启动应急预案，指导企业及时做好

职工分流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加大对失业人员的就业创业政策

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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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就业联动定期沟通机制。各级就业工作议事协调

机构要加强组织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就业联动机制实施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就业联动定期沟通机制，由就业工作议事

协调机构办公室和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财政、国土资源、

住房城乡建设、商务、农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定期研究项

目招商、项目建设、重要政策等情况。经就业工作议事协调机构

成员单位提议，可临时召开相关单位参加的会议，对重要问题进

行研究。 

（二）建立定向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施建设项目技能人才

储备计划，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建设项目劳动用工

需求和产业发展规划，结合技能人才供给状况，通过政府购买成

果等方式，组织职业培训机构开展技能人才储备培训。对建设项

目开展新录用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的，按规定落实定额职业培训补

贴政策。对自身没有能力开展职工培训的，依法对其职工教育经

费实行统筹，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在

岗职工技能提升培训或转岗培训。辖区内建设项目造成的失业人

员、被征地农民中有培训愿望的人员，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要全部将其纳入就业培训计划，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职

业技能鉴定补贴。对列入省、市节能减排重点企业名单和淘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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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产能计划范围，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的企业，开

展职工转岗培训或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的，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

贴政策。 

（三）建立就业联动工作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要建立就业联动信息管理系统，及时汇总建设项目和重要政策对

就业影响评估情况，作为预测就业形势、研究就业政策的重要依

据。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将实施就业联动机制情况作为落实政府

促进就业责任的重要内容，对于无故拖延或瞒报、迟报、漏报相

关信息，造成严重影响的，要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5年4月 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5年 4月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