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桓台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桓台县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桓政字〔2019〕46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桓台县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县政府研究

同意，现予以印发，请认真执行。

 

                    桓台县人民政府

                    2019年 12月 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桓台县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的重大决策部署，根

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的若干意见》和《淄

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淄博市就业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淄博市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促进桓台县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完善创业服务

体系、优化创业环境、提升创业服务质效，推动就业高质量发展，制

定本办法。

一、设立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



县政府每年设立 1000万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

二、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补贴范围和标准

县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用于贷款贴息、初创企业补贴、职业培

训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创业大赛奖励、就业引领补贴、创业园

区（基地）补贴、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以及经县政府批准的其他创业

方面的补贴。

（一）贷款贴息。在我县首次注册的小微企业（标准执行：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 号《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下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在我县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贷款期限 1

年及以上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 50%给予贷款贴

息，贴息金额最高不超过 20万元。企业申请的贷款贴息是指当年度

发生的贷款。此项贴息与人社部门其它贴息贷款不重复享受。

创业担保贷款发生的贷款贴息资金，需由县财政承担的，从县创

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二）初创企业补贴。积极鼓励人才引进，大力支持人才创业。

“两院”院士、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泰山学

者、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留学人员来鲁创业支持计划人选等优秀人才，

依托其科技成果来我县创办企业的，根据项目规模和技术水平，经审

核确认后，一次性给予 30-100万元创业带动就业资助。高层次高技

能人才、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毕业 5年内全日制

高等院校毕业生在我县新注册的小微企业，首次领取营业执照的，带

动就业在 5-10人的（不含法人，下同），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万

元；带动就业在 11-50人的，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10万元；带动就

业在 51人及以上的，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20万元。



（三）职业培训补贴。鼓励建设“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平台，

对企业、院校、培训机构开发运用“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平台，

并积极通过网上平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取得相应职业资格

证书的，按现行培训补贴标准每人增加 10%给予补贴。

（四）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对非政府主导的民间创业咨询实体、

创业金融服务实体和创业孵化服务实体，每年给予企业法人最高不超

过 2万元的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形成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的格局。

支持建设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引进海内外知名猎头公司等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搭建创业平台，给予企业法人 10万元的奖励。对县

级失业动态监测企业每年给予 1200元的补贴。

（五）创业大赛奖励。在县政府或县政府部门组织的创业创新大

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的企业,分别奖励 5万元、3万元、2

万元、1万元。

（六）就业引领补贴。鼓励企业引进人才，企业一年内全职引进

博士研究生 1名及以上，或硕士 3名及以上，或本科 10名及以上，

或专科 15名及以上，给予企业负责人一次性奖励 5万元。

（七）创业园区（基地）补贴。对利用存量商业资源、老旧商务

楼宇、仓储设施、闲置厂房等资源新建或改建的创业孵化载体，为创

业者提供低成本场地支持、指导服务和政策扶持的，按照相关标准认

定为县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创业示范园区的，根据申请时入驻企业

个数和带动就业人数，给予每个创业孵化基地或创业园区 30万元的

奖补资金。



对认定为国家、省、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创业示范园区的，

给予每个创业孵化基地或创业园区国家级 30万元、省级 20万元、市

级 10万元的奖补资金。

（八）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对获得省级创业型街道（镇）的，

给予每个街道（镇）10 万元奖补资金，对获得市级创业型街道（镇）

的，给予每个街道（镇）5万元奖补资金。落实创业导师服务、创业

典型引领、创业助推服务、创业项目库建设、就业创业大数据平台建

设及县政府或县政府部门组织的创业创新大赛活动所需费用从县创

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三、明确职责，强化协调配合力度

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就业创业工作，加大工作

力度，狠抓政策落实，在全社会营造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氛围。

人社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落实相关补贴，财政部门负责创业带动就业扶

持资金的筹措、管理和监督；具体管理细则由财政部门、人社部门负

责制定。

本办法自 2019年 12月 31日起实行，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