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今年中央财政已下达就业补助资金667亿元

近日，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5年中央财政已下达就业补助资金667亿元，这一数字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这笔巨额资金将如何改变普通人的就业前景？它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政策信号？让我们一探究竟。 这667亿元
就业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地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目标直指促进充分就业和提升就业质量。据悉，资金将重点投向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通过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措施，助力他们更快融入职场
。尤其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结构性就业矛盾凸显，部分行业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这笔资金将为技能人才培养注入强心剂。 具
体来看，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市场的“主力军”，一直是政策关注的焦点。202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教育部、财
政部推出17条措施，启动就业服务攻坚行动，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也在延续，对招用202
3届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企业，给予每人最高1500元的补贴。这一政策不仅减轻企业用工成本，也为年轻人
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除了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保障也在加码。资金将支持以工代赈项目，拓展外出
务工和就近就业渠道，稳定3000万脱贫人口的务工规模。对于就业困难群体，政策通过“两优惠三补贴”贷款优惠、税收
优惠、培训补贴、岗位补贴、社保补贴兜底保障，确保他们不被职场边缘化。 职业技能培训是这笔资金的另一大亮点。财政
部明确，资金将聚焦重点领域和急需紧缺职业，支持“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模式。符合条件的
培训对象可享受最高3次的职业培训补贴和技能评价补贴，部分地区甚至探索建立个人职业培训信用账户，让求职者自主选择
培训机构和课程。这种灵活机制不仅提升了培训效率，也让求职者更有针对性地提升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667亿元资
金的投入并非孤立动作，而是积极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的体现。财政部表示，将优化支出结构，加大民生领域支
持力度，涵盖医疗、教育、养老和就业保障等多个方面。这意味着，就业补助资金的效应将与其他政策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居
民消费能力提升，助力经济回暖。 此外，资金管理也更加注重科学性和绩效导向。根据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各地需合理
控制公益性岗位补贴比例，严格限制不符合就业政策导向的支出，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中央财政还通过转移支付向中
西部地区和就业任务重的地区倾斜，促进区域间就业协同发展。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667亿元意味着什么？对求职者而言
，更多的培训机会、更低的就业门槛和更稳定的岗位选择将成为现实对企业来说，政策红利将降低用工成本，激励吸纳更多劳
动力对社会而言，这不仅是经济稳定的“压舱石”，更是民生福祉的“助推器”。 然而，政策落地仍需各地因地制宜。如何
确保资金精准投向最需要的群体？如何避免资源浪费？这些都是执行过程中需要警惕的问题。财政部和人社部门已强调，将加
强监督与绩效评估，确保政策效果最大化。 总的来说，667亿元就业补助资金的投入，是国家在就业优先战略下的一次重
磅布局。它不仅为求职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动力。未来，随着政策逐步落地，更多人有望在
职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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