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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关于实施阶段性社会保险助企纾困政策的通知 

  吉人社联〔2022〕60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

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岗促就业精神，根据省委、省政府抗击

疫情严重影响出台助企纾困政策决策部署，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2〕23 号）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实施阶段性社会保险助企纾困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费率政策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2022 年 4 月 30 日到期后，延续

实施 1年，执行期限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二、实施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 

  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企业的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阶段性实施缓缴政策。上述行业中以单位方式

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参照企业办法缓缴。企业
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据企业参保登记时自行申报的行业类型审核企业是

否适用缓缴政策。现有信息无法满足划分行业类型需要的，可实行告知承诺

制，由企业出具所属行业类型的书面承诺，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 年 4月至 6 月，缓缴养老保险费应在
2022 年底前补缴。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 年 4月至



2023 年 3月，在此期间，企业可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已缴纳所属期为 2022

年 4 月费款的企业，可从 5月起申请缓缴，缓缴月份相应顺延一个月，也可以

申请退回 4 月费款。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2 年缴纳养老保险费有困难的，可

自愿暂缓缴费至 2023 年底前补缴，缴费基数在 2023 年当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

限范围内自主选择，缴费年限累计计算。缓缴期限内，职工申领养老保险待遇

的，企业应先为其补齐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失业保险费不影

响企业享受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和稳岗返还政策、不影响参保职工享受技

能提升补贴政策、不影响参保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等相关待

遇。缓缴工伤保险费不影响企业享受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和职工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 

  三、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力度 

  参保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

标（5.5%），30 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的，

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

业保险费的 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90%返还。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

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采

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为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发放稳岗返还资金。对没有

对公账户的小微企业，可将资金直接返还至当地税务部门提供的其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账户。该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四、拓宽技能提升补贴受益范围 

  企业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可按照初级（五级）1000 元、中级（四级）1500 元、高级（三级）2000

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继续放宽至企业在职职

工累计参加失业保险 1 年以上。2021 年 1 月 1日以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执行期内不受取得证书 12 个月内申请的时限限制（证书颁发

之日起 12个月申领期满前缴费必须满 12 个月）。2022 年起每人每年享受补贴

次数不超过三次。该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间接受职业培训的失业人员继续实施职业培训补贴政策，按规定发放职业培训
补贴。 

  五、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2022 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对累计出现 1个（含）以上中高风险疫情

地区的县（市、区）域内参加失业保险的中小微企业，按每名参保职工 500 元

的标准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首次被列为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县（市、

区）社保经办机构根据当地当月的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发放补助。未

划为大型的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实施。参保登记不在该县（市、

区）的企业应由参保登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中高

风险疫情地区名单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为



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大数据比对，按照该企业参加失业保险人数直接发

放补助，无需企业提供培训计划、培训合格证书、职工花名册以及生产经营情

况证明。县（市、区）域内疫情风险级别均降至低风险以后，新成立的企业，

不发放补助。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为一次性惠企政策，同一企业只能享受一

次。符合条件的，还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该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六、大力支持职业技能培训 

  落实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从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中提
取 3 亿元支持职业技能培训。 

  七、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继续实施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对 2021 年度符合领取失业补助金和临时

生活补助条件但未申领的参保失业人员、已申领但未满六个月失业补助金和三

个月临时生活补助的参保失业人员及 2022 年 1月 1日之后新发生的符合条件的
参保失业人员继续发放失业补助金或临时生活补助。待遇标准按《关于扩大失

业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吉人社联〔2020〕36 号）执行，申领期限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放失业补助金、临时生活补助期间不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出

（转入）。 

  八、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做好社会保险助企纾困各项工作，是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应对疫情冲击助力企业纾困解难的重要举措，各

地要高度重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和省决策部署上来，各级人社、

财政、税务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合作，迅速高效抓

好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全面精准舒缓企业发展压力。 

  （二）严控标准，优化流程。各地要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成果，通过大数

据比对，简化资格认定、经办服务等流程，推行“网上办”等不见面服务方

式，利用多种宣传途径，着力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到达率，帮助企业和参保人员

熟悉了解各项惠企惠民政策，实现政策快速直达。社保经办机构要与税务部门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按月将各项缓缴相关信息传递给税务部门，确保政策

落实落细。 

  （三）强化监管，确保安全。各地要加强基金监督管理，建立严格的经办

程序，健全内控机制，严防基金“跑冒滴漏”。对于企业故意隐瞒的，按规定

予以处罚，确保基金安全。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重大情况和问题，及时向省人社

部门和省财政部门上报情况。同时，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将各项政策落实

情况会商当地税务部门，按季度报同级人社部门、财政部门；省级社保经办机

构要按季度将全省各项政策落实情况报送省人社厅、省财政厅。 

  附件：年初以来我省疫情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名单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2022 年 5 月 12日 

   

   

  附件 

  年初以来我省疫情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名单 

  一、长春市（15个） 

  朝阳区、南关区、绿园区、宽城区、二道区、双阳区、九台区、经开区、
长春新区、净月区、汽开区、德惠市、榆树市、公主岭市、农安县 

  二、吉林市（10个） 

  船营区、昌邑区、丰满区、龙潭区、高新区、经开区、永吉县、磐石市、

蛟河市、桦甸市 

  三、延边州（2 个） 

  珲春市、汪清县 

  四、白城市（1 个） 

  经开区 

  注：此名单统计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4月 27 日，后续增加的中高风险地区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为准。通告为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域内参加失业保险的中小微企业适用发放一次性留

工培训补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