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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业带动就业相关指标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据调查统计，2016 年以来，淮安市全民创业工作呈现良

好发展态势，累计支持成功自主创业5.4 万人，扶持农村劳动

力自主创业1.82 万人，引领大学生创业0.46 万人，创业带动

就业18.19万人，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14亿元。其中2019

年 1-8 月份，全市支持成功自主创业11946 人，扶持农村劳动

力自主创业4382 人，引领大学生创业1207 人，创业带动就业

39682人，发放创业贷款9573 万元。除支持成功自主创业以及

创业带动就业人数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外，农村劳动力自主创

业人数、引领大学生创业人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金额与去年

同期相比分别增加5.39%、23.04% 和 3.34%。

1.1从创业者的性别分析，在支持成功自主创业的11946人

中，男性人数为6618人，占总人数的55.4%；女性人数为5328

人，占总人数的 44. 6 %。男性创业者仍然是创业的主体，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妇女创业工作的加强，女性创业意识不断增

强，创业人数呈逐年增长态势，半边天的角色日益彰显。

1.2 从创业者的人员结构分析，在支持成功自主创业人数

中，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占据主导地位，分别

占成功创业总数的45.8%和 36.68%；大学生、退役士兵以及其

他类型劳动者分别占10.1%、0.22% 和 7.2%，大学生创业人数

偏少，这与我市地处苏北腹地，高校资源匮乏有关，创业人

员结构不太合理重点群体创业百争流的现象不明显，需要持续

引导和优化。

1.3从带动就业情况分析小微企业吸纳带动就业效应更强。

涉及带动就业的单位中，以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对象为例，2019

年以来全市共扶持小微企业 63 家，带动就业 897 人，平均每

家企业带动就业约14 人；个体工商户705 家，带动就业2724

人，平均每家带动就业约 4 人。

2  享受创业扶持政策人数保持相对稳定

2 . 1 申领《就业创业证》人数呈现波动性反复。今年以

来，全市共申领《就业创业证》1 2 6 2 0 8 本，处于同期最好

水平。其中：2016年全市共发放134243本，2017年发放107693

本，2018 年发放108201 本。申领数量变化的背后，折射出新

一轮创业就业政策调整带来的需求增加。

2.2 申报创业补贴人数和金额保持稳定增长。我市从2013

年启动实施创业补贴工作，经过前期宣传造势和不断完善，申

报创业补贴人数和金额保持稳定增长。其中：2015 年实际享受

人数264 人，兑现补贴资金352.85 万元；2016 年实际享受人

数1598 人，兑现补贴资金453.70 万元；2017 年实际享受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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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人，兑现补贴资金387.17 万元；2018 年共申报1356 人，

需兑现资金388.1 万元。2017 年出现的享受人数下降，分析主

要与补贴新政规范申报年限以及部分地方拆迁导致经营地址变更

有 关 。

2.3 创业担保贷款享受人数逐年下降。按照省相关文件和

市聚焦富民工作要求，我市对创业担保贷款或策进行了调整升

级，贷款对象放宽到全市所有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个人贷款

和小微企业贷款额度分别提高到30万元、300万元。截至目前，

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已突破11亿元，虽然贷款总额保持

逐年

增长，但贷款享受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劳，调查显示，2018年

全市贷款发放人数为886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44.38%, 初

步分析与省66号文件要求的贷款门槛较高以及反担保人难落实

有关，部分创业者被排除在政策享受之外。

3  创业工作特色及亮点较为显著

3.1 大力实施“创富淮安”三年行动计划。出台了关于印

《“创富淮安”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提出了实

施“万企送岗就业工程”、“万凤还创业工程”、“万人创新创富工

程”和“万培育强基工程”。全市以“春风行动”为契机，连续

三年在春节期间组织实施以“创就业圆梦家乡、共建共享美好淮

安”为主题的促进返乡人员留创业就业工程，每个县区、每个乡

镇(街道)都举办了系列活动，通过开展《致返乡创业人员一封

信》召开返乡创业人员座谈编印《创业就业政策一本通》等活动，

鼓励和引导返乡人员创业。全市获批“涟水现代农业产业园”、

“洪泽岸东果蔬专业合作社”等省级创业示范基地10多个，遴选

认定了淮阴区码头农民创业园、清江浦区古庄牛农业生态园等一

批市级和县区级创业示范基地。启动实施省级创业型乡镇(街

道)、社区(村)和园区建设，连续两年创建达标率100%。

3.2构建了“1+2”创业工作模式。坚持一条主线：即聚焦

富民主线，分类推进重点群体创业，推动创业带动就业，点燃创

业激情，增加百姓收入。做好两篇文章：一是做好政策调整优化

文章，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增强政策获得感；二是做好民生服务

文章，建立健全创业服务平台和创业孵化载体，组织开展系列创

业主题活动，当好“引路人”和“指导员”不断提升服务层次和

水平。

3.3研究出台了《淮安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就业创业补贴政

策和资金风险防控办法(暂行)》。排出了四项补贴资金廉政风险

点，建立了五项风险防控制度和六项监督管理机制。

3.4 创业宣传富有特色。一是开发就业创业信息化便民系



134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3)2020,4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统，通过电视、手机、自助机等多终端推送宣传创业政策和

服务；二是和淮海晚报合作推出“创富商学院”活版块，集

成宣传创业政策、创业典型、创业基地以及优秀创业项目等；

三是利用省级创业型乡镇(街道)、社区(村)和园区创建契机，

将创业宣传阵地下沉到基层一线，通过电子大屏和橱窗等常态

化进行创业宣传。

4  存在问题和不足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受访者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几点：

4.1部分企业存在缺工现象。如淮安永立特种化纤有限公司

总经理反映：该企业缺工人数在30-40人，缺工的岗位主要为一

线操作工。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观念发生变化，

对就业有更高的期待，他们更关注轻松和自由；另一方面是企业

的薪酬待遇吸引力不足，无法实现感情留人和事业留人。

4.2部分创业补贴政策不接地气。来自人社基层平台的工作

人员反映：一是初创补贴以及市级优秀项目的奖励只有2000元，

不仅要求高，而且申报材料多、审批时间长，创业者申报成本增

加，申请积极性受到影响；二是省级创业型乡

（街道）、社区（村）和园区创建后，由于没有后续政

策支持，创业者无法像创业示范基地那样享受创业租金补贴。

4.3创业资金不足，存在融资难现象。如淮安宏图塑胶有限

公司董事长反映，企业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之前有贷款记录，

个人房产也有贷款，请政府部门能够降低申贷门槛，给予创业贷

款扶持。受南银发［2017] 66号文件制约，除助学贷款、扶贫

贷款、首套住房贷款、购车贷款以及1万元以内的消费贷款以外，

以户为单位，5年内有其他贷款记录的，将无法申请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各县区创业担保贷款发放存在明显掣肘，部分创业者无

法享受到创业贷款扶持。我市的涟水县情况最为严重，反映也最

强烈。

4.4创业培训政策有待完善。调查交流中，个别高校和社会

培训机构对开展创业培训存在困惑，希望能在培训工种和培训时

间上作出调整，建议将面向社会培训纳入扶持范围。

4.5“互联网＋”类项目遭遇“滑铁卢”。基于互联网技术的

APP平台类项目在一段时间内大量涌现，却由于缺乏实体经济依

托和资金投入，难以解决线下推广和市场拓展间题，长期处于负

盈利状态，最终导致大批量停产。

5  对策及建议

通过走访调研和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受经济下行等因素

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创业成本增加，部分企业用工需求减

少，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受到相应制

约，但通过创富淮安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聚焦创业富民有成

效，完成年度目标有难度，创富成果出彩需努力。

5.1多管齐下，服务企业用工。建立有效的动态样本和监测

体系，及时掌握市场用工变化。根本是要加强顶层设计，从源头

发力，有效引导和解决择业观念问题、学校专业设置问题以及企

业管理理念问题，从而为服务企业用工扫除障碍。

5.2推动创业扶持政策落地见效。参照南京、苏州、徐州等

兄弟市的经验做法，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政策标准，

增强政策可获得性。建议省厅出台全省统一的大学生优秀创业项

目考核管理细则。明确项目正常运营的考量标准，资金拨付的流

程及监管办法，增强可操作性。同时开发大学生优秀项目申报管

理系统，加强动态管理，推进不见面审批。

5.3 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建议取消

5 年内有其他贷款记录的限制，将个人贷款 10 万元以上的部

分纳入省级财政贴息范围，不断降低申贷门槛，增强政策的

可获得性。

5 . 4 建议省厅研究出台省级创业型乡镇（街道）、社区

（村）和园区创建后的政策支持文件。明确创建后的单位能

够享受创业租金补贴等相关扶持政策，充分调动创建工作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5.5精准化开展创业培训工作。各级人社部门要针对培训对

象的实际状况，认真进行研究，合理设置培训时间，优化培训工

种和内容，根据不同创业群体的不同需求，开展“量身定做式”

的培训，切实增强培训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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