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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要点重点任务职责分

工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牵头部门 

1 

加强急需紧缺职业
（工种）需求预测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聚焦“3+6”产业以及养老护理、家政服务、母婴保育
等领域，结合本行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做好高技能人才供需预测，制
定并落实行业培养目标计划。 

各成员单位 

2 

建立市、区联动工作推进机制，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任务纳入区域工作
考核目标，市政府主管部门按月开展督导、调度进展，推动各区、各行业
结合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确保全年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80万人次，

其中等级工（新技能）培训 12 万人次，新增取得高级工以上等级技能评
价证书的高技能人才 4.5万人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 

发挥培训补贴政策
“指挥棒”作用 

梳理整合现行培训补贴政策，提升补贴资金使用效益。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 

4 
制定发布 100 项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制定发布 30 项
新技能培训项目目录。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5 
对纳入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的相应技能评价证书，在现
有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标准的基础上，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 

6 
以新技能培训项目目录为引领，鼓励培训机构积极开展培训，引导广大劳
动者积极参与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培训项目。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 

7 
畅通技能人才培养供
需对接通道 

搭建重点产业领域“急需紧缺职业（工种）需求填报平台”，鼓励指导各
类企业填报技能人才需求情况。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序号 项目 内容 牵头部门 

8 
推动职业院校、培训机构、评价机构等主动对接企业，提供精准化的培训
评价服务。 

市教委、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 
发挥职业院校培养技

能人才主渠道作用 

持续推进职业学校育训结合激励制度，整合院校优质资源，扩大面向学生

等人群的培训规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教委 

10 
继续开展“课证融通”试点，将职业标准、岗位技能要求等，提前融入人

才培养方案和教育教学中，使培养的人才更加符合行业企业用人需求。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教委 

11 

发挥企业培养技能人

才主体作用 

落实企业职工培训补贴政策，支持企业自主组织或委托优质院校、职业技

能培训机构组织开展企业职工培训。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2 

开展市属国有企业技能提升行动，编制“技能人才培养政策服务包”对有

需求的企业强化指导服务。国有企业要结合实际将高技能人才培养规划的

制定和实施情况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市属国有企业新增高技能人才占技能

劳动者比例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市国资委、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3 
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专项资助政策，进一步发挥政府资助推动重点企

业技能人才培养的导向作用。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 

14 
鼓励各区根据企业技能人才需要开展“一区一特”的“揭榜挂帅”项目制

培训。 
各区政府 

15 

持续推进产教融合培

养技能人才 

持续实施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计划，对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范围

的企业兴办职业教育投资的，按规定落实抵免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政策，根据国家有关要求研究产教融合型企业综合性支持政策。 

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 

16 

优化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政策，支持具备培训条件的企业培训中心、

新型技师学院、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为企业提供学徒制培训服务，全年开

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1万人。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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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内容 牵头部门 

17 

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社

会化培训技能人才 

支持社会培训机构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开展失业人员就业培训，加大对本

市从业人员缺口较大的家政、养老、托育、母婴护理等生活性服务业培训

力度，全年培训生活性服务业人员 3万人次。 

市商务委、市民政局、 

市教委、市妇联 

18 

大力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标准化建设，加大对培训机构（项目）审批管理的

技术支持和培训教学质量支撑。定期开展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办学质量和诚

信等级评估，落实分类管理，促进职业技能培训市场有序健康发展。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9 
鼓励外商投资举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积极引进国际先进培训理念、师资

课程和认证体系。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0 

提升社会化技能评价

服务质效 

完善评价机构（项目）遴选机制，提升社会评价机构能级，新增社会化评

价项目 30 个职业（工种）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1 

对通用性强、技术成熟的职业（工种）进行梳理，探索评价规范、评价方

案、题库教材等技术文件标准化，试点同一评价项目由多个评价机构实施

评价，加大社会化评价服务供给。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2 
加强公共技术资源信息平台和资料库建设，降低社会评价成本，提高评价

标准化、专业化水平。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3 

向用人单位自主评价

更多地放权赋能 

鼓励更多企业根据技能岗位需求，对技能人才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力争有需求的市属国有企业、在沪央企等大型企业实现全覆盖。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国资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24 新增用人单位评价机构 30家。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国资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25 鼓励用人单位评价机构自主开发 20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国资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26 
支持大型企业按规定评聘特级技师、设立首席技师，探索研究境外技能证

书认可机制。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国资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27 支持各类院校开展和 遴选 30 家具备条件的院校备案成为用人单位技能评价机构，面向毕业学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序号 项目 内容 牵头部门 

参与技能评价 年学生开展技能等级认定。 市教委 

28 
鼓励具备条件的院校积极参与社会化评价机构遴选，或设立社会化评价项

目考评站点，面向社会劳动者提供技能评价服务。 

市教委、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9 
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

赛 

及时动态发布本市“职业技能月月赛计划”，积极组织实施行业性、区域

性竞赛活动，编制发布 300个竞赛项目。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0 
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聚焦重点领域、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组织开展

市级专项技能竞赛。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1 

选树高技能领军人才 

评选资助市级首席技师 100名、技能大师工作室 30个。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2 
按规定选拔推荐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第十七届高技能人才表彰活动候

选人等。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3 

推进技能要素参与分

配制度 

发布本市技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引导企业建立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

和业绩贡献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4 

引导国有企业在工资分配上向技能人才倾斜，企业内部工资总额分配向技

能人才集中的子企业倾斜，工资总额增量优先用于技能人才激励，高技能

人才人均工资增幅不低于单位管理人员。 

市国资委 

35 
鼓励企业与技能人才协商确定工资水平，对高技能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

工资制，对在技术革新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给予奖励。 

市国资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6 

加大急需紧缺高技能

人才引进力度。 

对纳入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的职业（工种），发挥好居

住证和户籍政策的导向作用。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7 持续推进重点区域行业代表性企业主要技能岗位高技能人才引进工作。 有关区政府 

38 
引导企业建立健全技能人才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双向使用流动

机制。 

市国资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9 营造良好的技能人才 结合重大赛事和重要活动，广泛运用各种媒体，特别是新媒体，讲好技能 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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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内容 牵头部门 

典型宣传氛围 成才、技能报国故事，加强技能文化传播，营造重视、关心、尊重技能人

才的社会氛围，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激励引

导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之路。 

40 

优化培训评价公共服

务 

建设线上“上海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平台”，打造“职业培训地图”，依托

“15分钟就业服务圈”拓宽服务渠道。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41 

落实各区技能人才评价服务管理职能，鼓励设立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窗

口。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队伍中充实服务于技能人才建设的资源力量，对

本区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的规模、分布进行调查排摸。 

各区政府 

42 

深入推进“互联网+”

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模

式 

探索推广以线上线下相融合、分散学习与集中教学相结合、优质资源充分

可及的新型培训模式。鼓励线上培训平台和培训机构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根据企业和劳动者需求开发数字培训资源。鼓励评价机构根据评价项目特

点，引入数字化技术手段。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43 

优化培训评价数字化

监管模式 

推广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各区在年内基本建成“职业技能培训综合监管

一件事”应用场景并启动试运行。 
各区政府 

44 

坚持技防、人防相结合，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视频监控联网和日常督导、

专项督导相结合等方式，对职业技能培训评价进行全流程、全要素监管，

通过数字化治理简化申报评审流程，减少线下书面材料，便捷行业企业培

养技能人才。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45 
加强技能人才评价市

区两级监管 

进一步梳理和明确技能人才评价市区两级监管的分工和职能，形成合力加

强对技能人才评价的监管和指导服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46 
各区要明确技能人才评价工作部门，建立相应的外部质量督导队伍，对评

价项目开展质量督导。 
各区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