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缺资金、缺场地都

能依靠政策帮扶解燃眉之急，那

么提升创业能力，显然就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目前，本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 障 部 门 已 初 步 构 建 了 包 括

“ 创业能力测评、创业培训、创

业见习和创业发展期讲座”等

内容的创业能力提升链，在创

业培训上，201 3年又引进了创

业模拟公司的培训模式，为意

向创业者提供仿真环境的创业

模拟实训。

与此同时，目前上海有一支

由近600位企业家、职业经理人

和行业专家组成的公益性的开

业专家志愿团，可以为创业者提

供“ 一对一” 个性化的指导服

务，帮助创业者解决创业过程中

的各种疑难杂症，提升其创业经

营管理能力。

链接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第二轮“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

让创业政策、服务更好对接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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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创业，2009年上海市

政府的一号文件就是“ 鼓励创

业带动就业”。2009-201 1 年、

201 2-201 4年，上海连续实施了

两轮“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三年

行动计划”。201 1 年上海首次将

“ 帮助成功创业1 万人”列入市

政府实事项目。从201 1 年到今

年，这个项目连续3年都被列入

市政府实事项目。杨永华说，每

年帮助成功创业都超过1 万人，

平均每位创业者带动就业超过6

人，创业带动就业的效果非常明

显。

“ 从目前来看，困扰青年创

业 者 初 期 发 展 的 主 要 是 三 大

瓶颈———融资难、场地缺、能

力弱。而作为政府部门来说，

就 是 有 针 对 性 地 帮 助 创 业 者

突破创业瓶颈，提升自身经营

管 理 能 力 ，开 拓 市 场 ，对 有 需

求的创业者，甚至是帮助其吸

引风险投资，让这些处于初创

阶 段 的 小 微 企 业 成 长 壮 大 起

来。”杨永华表示，时下，针对

创业各阶段的扶持政策不少，

其 中 绝 大 部 分 聚 焦 在 帮 助 创

业者降低成本方面，创业者要

在全面了解政策的基础上，用

好、用足这些政策。

“ 2014年是本市第
二轮 ‘ 鼓励创业带动
就业三年行动计划’的
最后一年，在聚焦青年
创业的同时，我们的工
作重点也将放到创业政
策的落实中去，放到与
本市高校的进一步对接
中去。”日前，上海市就
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处
处长杨永华在接受青年
报记者采访时说。

青年报记者 顾卓敏

“ 如果说第一轮三年行动计

划的重点是完善政策、提升服

务：那么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则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聚

焦，即聚焦青年创业、聚焦小微

企业、聚焦推进创业型城区的建

设。”在谈到201 4年的工作重点

时，杨永华透露：“ 近几年我们

的努力方向一直是想让创业政

策、创业服务深入园区、社区和

校区，针对青年大学生创业越来

越活跃的趋势，今年的重点可能

就是与本市各类高校的对接，让

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扶持创

业的政策、政府的各项创业服

务，贴近有意向的创业者，贴近

初创期的创业者，让青年大学生

更方便更快捷的享受到这些政

策和服务。”

据杨永华介绍，未来应继续

探索建立政府与高校合作的机

制，应继续大力在大学校园内深

化创业教育。“ 虽然目前都说只

有1 %的大学生会选择创业，而其

中也仅有1 %的人可能创业成功，

但作为政府部门来说，则是希望

在大学生心里埋下一个创新创

业的种子，待到有了合适的环

境、合适的时机，这颗种子发芽

壮大的时候，对青年大学生、对

整个社会都将是收益无穷的。”

在杨永华看来，一个接受过创业

教育的大学生，即使他不选择创

业，他在求职就业的路上也会走

得更加顺畅，因为对于企业来

说，相信会更愿意录用一个具有

创新思维，了解企业经营管理的

人。

与此同时，杨永华也提到，

如今对于有意向创业的年轻人

来说，是利好一大堆，不仅创

业门槛低了，创业的空间也更

大了。“ 但必须提醒的是，鼓励

创业，不等于鼓动创业，毕竟

并 不 是 每 个 人 都 适 合 去 创 业

的。”在他看来，创业政策是个

人创业的助推剂，但不是个人

创业的“ 万能药”，任何人都

不能仅仅依靠政策来创业，任

何人也不是为了享受政策而创

业，这是用好创业政策必须树

立的理念。

此外，每个人的创业方向、

创业特点各不相同，每项创业政

策的适用范围和对象也不同，个

人在用创业政策时，要选择适合

自己的政策，即要适合自身的创

业条件，要适合自身的创业行

业，要适合自身的创业类型，要

适合自身的创业过程。

2014年目标
让青年大学生更便捷享受创业政策和服务

破解创业三大瓶颈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为妥善解决以高校毕业生

为重点的青年就业问题，十八

届三中全会《 决定》提出了一

系列新的政策措施和重大改革

举措。

第一，结合产业升级开发更

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根本之

举，是开发更多符合高校毕业生

特点和意愿的就业岗位。要根据

高校毕业生综合素质好、专业技

能水平高的优势，结合转方式、调

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瞄准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新

的就业增长点，着力发展科技含

量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智力密

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

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

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开发更

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

第二，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

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更多用于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政府将通过

购买服务的方式，从基层公共管

理机构和社会服务组织购买岗

位，更多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

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部分稳定

可靠的就业岗位。

第三，健全鼓励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的服务保障机制。鼓

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

中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中

小企业就业，需要综合运用各种

政策杠杆，健全促进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的政策扶持体系，切

实发挥政策的激励保障作用。要

继续组织实施“ 三支一扶”、大

学生村官等高校毕业生服务基

层项目，进一步研究制定鼓励大

学生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的保障

政策。

第四，实行激励高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政策。为鼓励高校毕业

生创业，国家要进一步完善鼓励

建立创业园区、实行税费减免、

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免费提供创

业指导、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等

扶持政策。

第五，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

促进计划。针对部分毕业后未能

及时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要积极

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

业促进计划，把未就业的纳入就

业见习、技能培训等就业准备活

动之中，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就

业能力。据新华社电

针对“ 融资难”问题，本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科委、教

委和团市委等部门都制定出台

了一系列的创业融资扶持政策，

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小

额贷款担保和贴息政策、科委和

教委联合推出的大学生科技创

业基金、团市委的青年创业就业

促进计划以及小企业担保基金

专项贷款等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

小额贷款担保和贴息政策，目

前主要针对意向创业者和小微

创业组织，为其提供政府担保

的小额贷款，其中对于1 5万元

以下的小额贷款可免个人担保

和反担保，担保额度最高可至

200万元。

针对“ 场地缺”的困境，杨

永华介绍：“ 目前全市各部门建

设了一大批创业孵化园区，包括

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园、高新技术

产业园、文化创意产业园、科技

孵化园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区、小微企业开业园区等等，以

满足不同层次创业者的需求。其

中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开发建设的针对小微创业者的

开业园区就有50多个，吸引2000

多名创业者入驻”。杨永华认

为：创业园区除了提供创业场地

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很多的创

业增值服务。创业园区本身就是

一个创业政策、创业服务和创业

信息的集聚地。“ 有很多创业者

对于创业政策不熟悉不了解，创

业园区在这方面可以为他们提

供一些创业政策的信息，甚至是

帮助他们申请一些创业扶持政

策。而在经营管理方面，园区也

会定期组织各种培训，帮助其提

供商务对接的机会，与风险投资

机构搭建交流平台等，为创业者

提供孵化服务。而最重要的是，

在创业园区里形成的创业文化、

创业氛围，对于创业者来说无疑

也起到了开拓思维，集聚资源的

作用。”

此外，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还出台了创业场地房租

补贴政策，对创业3年内的初创

业者，根据其带动就业情况，给

予每人每年最高3000元的房租

补贴。

助创业者解决“ 融资难”

助创业者解决“ 场地缺”

助创业者“ 提升创业能力”

促进高校就业有哪些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