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人社函〔2021〕51 号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报送 2020 年度招商引资工作总结的函

海口市商务局：

根据《关于配合做好 2020 年度招商引资工作考核的函》（海

投促函〔2021〕1 号）精神，现将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度招商引资工作总结予以报送。

此函。

附件：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度招商引资工

作总结

（此件主动公开）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1月 15 日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HKR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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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度招商引资工作总结

2020 年，在局党组的领导下，在海口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我局根据《关于在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

进程中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海委〔2020〕44 号）的要求，

人社职能职责主要是以加大人才支持力度为重点，精心部署，合

理安排，大力开展技能培训、社保政策宣传等辅助企业落地，为

海口市招商引资工作提供优质保障。

一、主要做法

（一）大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着力打造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新引擎”

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为抓手，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成立工作专班，深入海南省家协、海南省美容美发行业协会、海

口市家政协会、海航控股集团、格力集团、中免集团、齐鲁制药、

索菲特酒店等重点企业开展政策主题宣讲，发挥企业培训主体作

用,切实调动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切实发挥职业技能

培训普惠性效果，鼓励职业院校、公共实训机构、企业培训中心、

民办培训机构等各类培训载体面向社会各类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全面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知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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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进一步优化技能培训经办规程，从

培训申报、审批开班、鉴定考试到最后的补贴资金拨付，由原来

的 125个工作日压缩到 30个工作日。2020年，完成补贴性技能

培训 34313人次，超额完成省人社厅下达的 2020年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培训 18000人的目标的 191%,其中企业适岗培训 3821人次，

以工代训 13309人次，新型学徒制培训 917人次，线上培训 225

人次，技能培训 6250人次、创业培训 9791人次。组织职业技能

鉴定考试 131场，15459人参加考试，考试合格获得职业技能证

书 13069人（其中，初级工 1157人、中级工 7391人、高级工 452

人、技师 17人、高级技师 20人、海南专项 4032人）。

（二）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加快培养新时代高质量技能人才

以海口技师学院为依托，大力开展技工教育，坚持面向社会，

面向市场办学，改革以学院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技能人才培养模

式，着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2020年，与海南日立电梯有限公司、海南海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等多家企业签署了订单培养协议，“订单培养”的毕业生录用

比例在 95%以上。积极探索学徒制改革，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

训，与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海口威立雅水务公司、海口公交

集团、齐鲁制药、椰树集团等企业签订了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协

议，为企业培养高技能人才 520人。大力建设大师工作室，深化

与海航控股集团合作，建设动力能源大师工作室，多渠道加大对

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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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新增无人机应用技术、新能源汽车维修

等专业。2020年，海口技师学院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达

1637人，比 2019年增长 72.67%，已初步成为我市集技工教育、

公共实训、竞赛集训、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技能人

才培养综合基地。

（三）大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以市本级赛事为载体，以世赛、国赛、省赛为目标，广泛弘

扬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

评、以赛促建”的重要作用，加大对技能人才的激励力度，成功

举办海口市美容、美发、茶业、酒店等 4 场技能大赛，103 人通

过技能竞赛获得技能等级晋升资格（其中，晋升高级工 32 人，中

级工 71 人）。分别组团参加世赛、国赛、省赛，荣获省技能大赛

3 枚金牌、3 枚银牌、5 枚铜牌，荣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电气

装置项目海南选拔赛一等奖和二等奖，营造“技能人才岗位大练

兵”的浓厚氛围，让技能人才有更多获得感，形成劳动光荣、技

能宝贵、创造伟大的价值导向和社会风气。

（四）持续实施社会保险减免缓降政策。2018 年起，我市落

实降低社保费率给企业减负 9.56 亿元，疫情期间减免企业社保费

18.7 亿元，4042 家企业申请延缓缴纳社会保险费。一是我省 2016

年 5 月开始实行阶段性降低费率，企业养老保险单位部分费率由

20%降为 19%，失业保险单位部分费率由 1%降为 0.5%，工伤保险

费率根据行业差别不同程度降低。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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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企业负担共计 3.79 亿元。其中企业养老保险 2018 年减负 1.6

亿元，2019 年减负 1.24 亿元；工伤保险 2018 年减负 5667 万元，

2019 年减负 3854 万元。2019 年 5 月起我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包括企业和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统一降为

16%，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 1%降为 0.5%。2019 年企业养老保

险减负 5.77 亿元，失业保险减负 0.84 亿元。涉及缴费单位 41509

家单位 382166 人。二是 2020 年 2 月起我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半征收。减半征收单位

（雇主）缴费部分基本养老保险 17.8 亿元、失业保险 5580 万元、

工伤保险 2929 万元，涉及单位约 48990 家。三是 2020 年 1 月至

我省疫情解除期间的参保登记、缴费基数申报和社保费缴纳等业

务，因受疫情未能及时办理的，可以延长至我省疫情结束后 3个

月内办理。涉及单位数 3965 家，涉及金额 1809.5 万元。四是 2020

年 1 月至我省疫情解除期间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

企业，可申请缓缴各项社会保险费，由市社保局受理审核，报省

社会（医疗）保险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后执行。缓缴期自我省疫情

结束次月起计算，原则上不超过 6 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2020 年申请缓缴企业共 77家，涉及资金 192 万元。

二、工作亮点及经验

为企业向省人社厅争取优越的社保政策。如整建制迁入的总

部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限，可以按迁出地与我省同期社会保

险缴费基数上限就高原则执行，按规定办理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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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手续的随迁职工，社保经办机构应当为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一

般账户，做好人员标识，其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 15

年，且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仍在我省的，可以在我省申请享受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按规定办理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接续手续的随迁职

工，退休时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未达到

我省规定标准的，可以一次性补缴所需年限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补足缴费年限后按照我省规定的标准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技能人才队伍和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结构

性矛盾亟待解决。例如：技术工人队伍特别是高技能劳动者的数

量还存在短缺，与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占比要达 30%的要求，

仍有一定差距；技术工人的能力和水平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要求

仍然有一定差距。二是技能成才的社会氛围还不够浓厚。受社会

“唯学历论”的影响，技工教育社会地位较低，技工教育仍然是

社会相较于学历教育的次优选择。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继续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紧紧围绕我省三大产

业类型、十个重点领域、十二大重点产业发展需要，面向城乡各

类劳动者大规模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全面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二是高水

平推进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建设。加快海口技师学院新校区“二

期”建设，进一步扩大海口技师学院招生规模，重点支持建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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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高精尖缺”专业，提升技能人才培养层次和水平，充分发挥

海口技师学院作为我市高技能人才培养“主阵地”的作用。三是

畅通技能人才发展通道。根据国家人社部《关于大力推进技工学

校改革发展的意见》精神，大力宣传技工学校毕业生待遇扶持政

策，落实技工学校毕业生待遇政策，提高技工教育吸引力，在公

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军队士官招收、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执业资格考试、企业人力资源招聘及工资薪酬等方面与学历

教育享受同等待遇。进一步扩大技能人才在表彰奖励活动中的比

例，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四是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落实和

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推进“全民参保计划”，扩大各项社会

保险覆盖面，落实社会保险费减免政策，逐步提高社会保险待遇

标准。继续推进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险基金工作，做好资本划转

的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