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就业与职业培训

第一节 促进就业

考点-1 促进就业的法律规定★

《就业促进法》规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

多渠道扩大就业。

考点-2 用人单位在促进就业中的权利和义务★★

（一）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用人的权利

用人单位的自主用人权，是指用人单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有权根据本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自主

决定招用劳动者的时间、条件、数量和用工形式及工资报酬待遇等。

（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和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权利

考点-3 对特殊就业群体的平等就业措施★★

特殊就业群体 内容

高校毕业生 拓宽就业领域；畅通就业的渠道；鼓励自主创业；鼓励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

农村劳动力 国家实行统筹城乡的就业政策

残疾人 我国实行按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制度和残疾人劳动就业基金制度。

传染病病

原携带者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规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外，

不得存在健康歧视

退役军人 按照《兵役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国家对退役军人实行就业安置等特殊保障措施。

第二节 就业服务与失业管理

考点-4 公共就业服务★

内容

公共就

业

服务内

容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为劳动者免费提供下列服务：

①人力资源供求、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职业培训等信息发布;

②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创业开业指导;

③就业创业和人才政策法规咨询;

④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



⑤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等事务;

⑥办理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毕业生接收手续;

⑦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

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服务。

考点-5 职业中介服务★

（一）职业中介机构的设立

由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个人举办，为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和劳动者求职提供中介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的经营性组织。

设立职业中介机构或其他机构开展职业中介活动，须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并获得职业中介许可证。

职业中介机构应具备的条件：

（1）有明确的章程和管理制度。

（2）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一定数额的开办资金。

（3）有一定数量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职业中介机构的业务内容

（1）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或为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

（2）开展职业指导、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

（3）收集和发布职业供求信息。

（4）组织职业招聘洽谈会

考点-6 就业援助★★★

（一）就业援助对象

包括：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

（二）就业援助措施

1.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制度

2.建立零就业家庭即时岗位援助制度

（三）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责任

1.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 1.5%。

2.残疾人职工的权益：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提供适合其身体状况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

对其进行培训。

考点-7 失业预警制度与失业登记制度★★

（一）失业预警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失业预警制度，对可能出现的较大规模的失业，实施预防、调节和控制。

（二）失业登记制度

国家建立失业登记制度。根据《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后，

应当于 15 日内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登记手续。

1.失业登记的范围

包括下列失业人员：

年满 16 周岁，从各类学校毕业、肄业的；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各类用人单位失业的；个体工商户



业主或私营企业业主停业、破产停止经营的；承包土地被征用，符合当地规定条件的；军人退出现役且未纳

入国家统一安置的；刑满释放、假释、监外执行的；各地确定的其他失业人员。

考点-8 职业培训★

（一）主要形式

项目 内容

就业前培训
帮助初次求职者或其他劳动者提高就业能力而进行的必备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培养和训

练活动，主要由各级职业院校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实施。

劳动预备

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有就业要求的初高中毕业生实行一定期限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使

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

再就业培训 职工失业或下岗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指导、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培训。

创业培训
鼓励引导失业人员积极开展创业活动，通过组织开展培训指导、政策咨询和跟踪服务，切

实提高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或创办小企业能力的培训

（二）企业职工培训

指对企业在岗职工进行的以提升岗位工作能力、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能力以及生产技能水平为主要目的

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就业促进法》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对劳动者

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职工

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 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2017 年 1 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生职工教育经费的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

总额的 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扣除，超过部分，准予结转扣除。

三种补充方式：

（1）企业新建项目，在项目投资中列支技术技能培训费用；

（2）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项目引进、研究开发新技术、试制新产品，应按相关规定从项目投入中提取职

工技术技能培训经费；

（3）企业工会年度内按规定留成的工会经费中，应有一定部分用于职工教育与培训，列入工会预算掌握

使用。

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上的学历教育以及个人为取得学位而参加的在职教育，所需费用应由个人承担。

（三）职业培训机构

包括：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社会力量办学及企业职工培训中心等。

对象包括：初次求职人员、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在职人员、转岗转业人员、出国劳务人员、境外就业

人员、个体劳动者；农村非农产业转移进城务工人员和农业劳动者；需要接受专门职业培训的妇女、残疾人、

少数民族人员和现役军人及军队转业人员；其他需要学习、掌握和提高职业技能的劳动者。



本章内容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