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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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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企业新型学徒制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行企业

新型学徒制的意见》（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６６ 号）精神，我们制定了
《浙江省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１—



浙江省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快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构

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

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６６ 号）要

求，现就我省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就业

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适应现代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要求，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面向各类企业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

制，努力形成政府激励推动、企业加大投入、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劳

动者踊跃参加的职业技能培训新格局，为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和

职业素养，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支撑。

二、进一步明确企业新型学徒制的主要内容

（一）企业新型学徒制适用范围

适用于我省各类企业（含拥有技能人才的其他用人单位，下

同），优先支持重点产业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工作。

（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对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１．与企业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职工（以下简

称职工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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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与企业签订一年实习协议和就业协议的技工院校毕业年度

在企实习学生（以下简称学生学徒）。

（三）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目标和期限。培养目标以中、高级

技术工人为主，职工学徒培养期限为 １ － ２ 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

３ 年；学生学徒培养期限为 １ 年。

（四）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模式和内容。以“招工即招生、入

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采取“企校双制、工学

一体”的培养模式，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职业教育培训

机构、企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采取

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培养内容主

要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消防等安全生产规范和职业素养等，

特别是工匠精神的培育，培训的理论学时应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

准确定。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可采取弹性学制，实行学分制管理。

学制和课程学分由企业和培训机构共同协商并在培养计划中明

确，由企业和培训机构共同考核。

（五）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结果。职工学徒修满规定学分的，

由企业和培训机构共同核发培训合格证书（在技工院校注册学籍

的，发给技工院校毕业证书，下同）；经相应等级技能鉴定合格的，

核发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下同）。

学生学徒按原有教学计划核发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三、进一步明确企业新型学徒制职责要求

（一）企业职责。企业承担新型学徒制培养的主体职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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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与学徒签订培养协议，明确培养目标、培养内容与期限、考核

办法等内容，对职工学徒还应约定服务期及违约责任。企业委托

培训机构承担学徒的具体培训任务，应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培训的

方式、内容、期限、费用、双方责任等具体内容。企业应选拔技艺精

湛、素质优良的人员担任学徒的企业导师。企业导师负责指导学

徒进行岗位技能操作训练，帮助其逐步掌握并不断提升技能水平

和职业素养，使之能够达到相应的职业技能标准和岗位要求，具备

从事相应技能岗位工作的基本能力。每名企业导师应当明确带徒

培养对象，其人数不超过 ５ 名。企业应当建立学徒名册，详细记录

学徒的姓名、年龄、性别、身份证号、学历、培训职业（工种）、培训

班次、培训时间、考核成绩、技能等级和联系方式，以备查验。

（二）培训机构的职责。培训机构应当根据合作协议，制订培

养计划，履行培养协议。培训机构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后，对职工

学徒和学生学徒在浙江政务服务网（省级—省人力社保厅）上进

行新型学徒制学籍注册，并选择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

的优秀教师作为指导老师。每一名指导老师应当明确带徒培养对

象，专门负责学徒管理指导工作。

（三）学徒的职责。学徒应按照培养协议，自觉履行义务，接

受导师的指导，学习提高技能，完成培养任务。学徒培养考核合格

的，应履行劳动合同（就业协议）。因职工学徒本人原因，提前解

除劳动合同，违反服务期规定的，职工学徒应向企业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企业实际支出的培训费用。

—４—



四、进一步落实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激励政策

（一）学徒报酬。职工学徒在学习培训期间，由企业按照劳动

合同法的规定，且以不低于企业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学生学徒按照实习协议约定及其工作贡献，由企业支付实习津贴。

（二）导师津贴。承担带徒任务的企业导师应享受导师津贴，

企业导师津贴标准由企业确定，津贴由企业承担。

（三）培训费用。企业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向培训机构支付职

工学徒培训费用，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企业对学徒开展在

岗培训、业务研修等企业内部发生费用，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可

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四）政府补贴。人力社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开展学徒制

培训的企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包含职业技能鉴定或技能等级认

定补贴，下同），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补贴资金根据

经济发展、培训成本、物价指数等情况逐年提高。

职工学徒原则上按学徒每人每年不低于 ４０００ 元（低于 ４０００

元的，按实补贴）的标准进行补贴。学徒学完规定课程，取得培训

合格证书的，按补贴标准的 ５０％支付；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和职业

资格证书的，按补贴标准支付。具体标准由各地人力社保部门与

财政部门确定。

学生学徒补贴金额一般可按学徒月实习津贴标准确定，每人

每年的补贴标准原则上不高于 ３０００ 元。培训后企业未与实习学

徒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不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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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明确企业新型学徒制补贴申领流程

（一）申报审核。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的，与培训机构确定合

作协议，并填写《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申报书》（一式 ２ 份，见

附件）后报送失业保险费缴纳地人力社保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备

案。

（二）开班备案和监管。经人力社保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备

案后，企业或培训机构应提前 １ 个月，将开办学徒培训班的备案材

料报人力社保部门备案，备案材料包括：培训计划、学徒名册、企业

与学徒签订的培养协议、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职工学

徒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学生学徒的实习协议和就业协议复印件）

等。学徒培训期间，企业或培训机构应上传不同日期的培训视频

资料（不少于 １０ 次），人力社保部门应不定期对学徒培训情况进

行监管。

（三）组织考核鉴定。学徒培训期满后，由企业和培训机构进

行考核，合格的，由培训机构和企业共同核发培训合格证书；并按

规定向备案人力社保部门提出申请，对培训的学徒进行技能鉴定，

鉴定合格的，核发职业资格证书。

（四）补贴资金拨付。学徒培养结束后，企业提供以下材料申

领补贴资金：除前述备案材料外，还应附职业资格证书编号（未取

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提供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培训机构出具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等凭证材料。其中，属于学生学徒的，应提供企业支付给学生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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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津贴凭证，与实习企业签订的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和参加社会保

险登记证明。上述材料经人力社保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后，将补贴

资金按规定核拨给企业。

六、进一步明确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工作要求

（一）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作为加强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和职业培训的重要工作内容，广泛动员企业、培训机构和

劳动者积极参与学徒培训，扩大企业新型学徒制影响力和覆盖面。

要建立培训质量评估监管机制，对培训机构和培训过程、培训结果

要加强监管，严格考核验收，确保学徒培养质量。

（二）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做好学徒培训经费保障工作，健全

资金管理制度，及时足额拨付补贴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各级人力社保部门要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体，采取灵活

多样的形式，大力宣传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典型经验和良好成

效，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尊重技能人才、重视支持职业技能培训工

作的良好氛围。

请各市人力社保部门、财政部门于每年 １２月 １ 日前将企业新型

学徒制工作开展情况分别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本方案自 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１５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 ３１日。

附件：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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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申　 报　 书

企业名称：

培训机构名称：

所属地区：

申报日期：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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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一、请按要求如实填写，仔细核对。

二、文字描述要明确时间、内容、结果，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三、此表请使用 Ａ４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一式三份，连同电

子版一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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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

企业类型 职工人数

培训工作

负责人信息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企业地址

企业培训

体系建设

情况

（重点说明职工教育经费使用方向，现有职工培训主要内容、场地和培训管理人

员情况等）

—０１—



企业技能

人才队伍

建设情况

　 　 （简要介绍企业人才发展规划、技能人才比例结构、技能人才激励制度、岗
位考核办法、绩效管理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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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培训机构基本信息

培训机构名称

资本属性 □公办　 □民办 （民办机构请填写办学资质）

联系人信息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培训机构

技能人才

培养情况

〔简要介绍场地、设备、培训职业（工种）或专业建设情况、培训规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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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徒培训计划

培训职业（工种） 培训等级 培训期限 培训人数 学徒类别

合计

培训实施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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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校双师

建设情况

学徒考核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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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市、县

（市、区）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部门审批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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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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