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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中小企业局 

关于加快小企业生成培育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6〕30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中小企业局《关于加快小企业生成培育的工作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九月十二日 

关于加快小企业生成培育的工作意见 

省中小企业局 

(2006 年 6 月 26 日)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和《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吉发〔2005〕4 号)精神,加快推进全民创业步

伐,实现我省经济更快更好发展,按照实施“创办小企业、开发新岗位、促进多

就业行动计划”的要求,现就加快小企业生成培育工作,提出如下工作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培育原则 

  小企业生成培育,是全民创业的基础工程,是实施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小企业群体的生成培育,要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创业

的积极性,培育创业主体,促进小企业的生成和发展,创造更多的新岗位,并从根

本上解决我省创业活力不足、民营企业总量少、规模小等问题。 

  小企业生成培育工作,要以县(市、区)、街道(社区)、乡镇为实施主体。各

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指导,形成合力,携手联合推进。各级政府要从实际出

发,统筹规划,制定好“十一五”期间小企业生成培育规划并提出年度实施意

见。 



  二、突出重点明确任务 

  “十一五”期间,我省就业矛盾十分突出。解决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创业发

展,增加就业岗位,要结合“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围绕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开展“创办小企业,开发新岗位,促进多就业活动”。

通过开展创办小企业工作,推进全民创业深入开展。到“十一五”末全省中小企
业(私营)企业户数要比“十五”末翻一番。由现在的 5万户,增加到 10 万户,平

均每年增加 1万户,新增就业岗位 30万个以上,建立并完善 30 个小企业创业(孵

化)基地。 

  为实现上述目标,各县(市、区)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类教育培训资源的优势,

确认 1-2个培训机构作为小企业生成培育平台,承担创业培训任务,力争全省每

年培训小企业创业者达到 3万名。 

  三、加强小企业生成培育的保障措施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把小企业生成培育工作作为全民创业的
一件大事来抓。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部门,把小企业生成培育工作,作为

全民创业先进县(市、区)考核的重要内容,推进全民创业的深入开展。 

  (二)要进一步完善创业政策支持体系,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为确保小企
业生成培育工作有效进行,“十一五”期间每年根据培训计划的实施情况,在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对小企业生成培训经费予以补助。 

  (三)要抓好创业培训,建立小企业生成机制。各级中小企业部门和劳动保障

部门要密切配合,搞好需求调查,选好培育对象,制定培训方案并组织实施,通过

培训提高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 

  创业培训要实行登记管理,资金补助实行评估制。培训实施单位要建立完整

的培训档案,填写创业培训人员登记表和创业培训调查问卷,并随培训补助资金

报告一并上报,作为考核和补助依据。评估考核补贴办法另行制定。为确实保证

创业培训质量,要按照《创业培训大纲》(试行)要求组织实施。 

  (四)因地制宜建立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十一五”期间重点支持 30 个

小企业创业基地。可利用闲置的厂房、楼宇、校舍为初创小企业提供场地。在

创业(孵化)基地内搭建共性制度性服务框架,采取“低租金、零费率、一站式”

全方位优质服务,提高初创型企业的成活率、成功率。对现有各类中小企业、民

营经济创业园区(基地)进行优化提高,把创业园(基地)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结构

调整、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对创业园(基地)内的公共服

务机构在资金上给予必要的支持,以降低服务成本。 

  (五)对经过培训的创业者创办企业的,可申请劳动保障部门的小额担保贷

款。对于申请银行贷款的创业者,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可提供 5万-10 万元担

保贷款,作为创业启动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贷款贴息。 



  (六)加强创业辅导体系建设。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小

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由政府资金引导,企业自主实施,社会力量和服务组织广泛参

与的小企业创业辅导体系。要加强创业辅导师队伍建设并有效地开展工作。根

据需求,对新创办的小企业要进行跟踪辅导,对经过辅导的小企业实行登记服务,

促进小企业健康发展。 

  (七)进行广泛动员。各级政府要采取创业政策报告会、创业先进人物事迹

报告会,发挥媒体的作用,广泛宣传创业典型。通过示范引导等形式,深入开展创

业发展教育,解放思想,弘扬创业精神,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创业实践中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