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意见

渝办发〔2009〕72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是带动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重要举措，
对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改善大学生自主创
业环境，畅通创业渠道，经市政府同意，现就促进我市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提出如下意
见。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促进就业为目标，坚持以创业培育、资金引导和
孵化体系建设为重点，按照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加强培育、强化管理、突出重点、分步
实施的原则，紧密结合重庆支柱产业发展需要，支持和培育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
市场发展潜力的大学生自主创业项目，服务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创业促发展和创业带
就业的良性互动。

（二）目标任务。建立大学生创业联席会议制度，设立大学生自主创业资金，建立和
完善创业政策体系、创业教育体系、创业服务体系和创业组织保障体系。着力建设一批大
学生自主创业孵化基地，普及大学生自主创业教育和有重点地培训创业带头人，扶持一批
大学生自主创业企业和创业项目，使我市自主创业大学生和吸纳人员就业的比例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二、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政策扶持体系

（一）设立创业专项资金。通过财政投入、高校筹集、企业赞助等多种渠道筹资设立
重庆市大学生自主创业资金，专项用于大学生自主创业政策性扶持、表彰奖励等。各区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要安排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各高校每年要安排一定经
费用于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鼓励和扶持大学生开展自主创业实践活动。

（二）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创业大学生从事个体经营的，适当提高营业税起征点。
对不征营业税、增值税且经调查核实无应纳税所得的，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市大学生自
主创业所创办的企业，凡符合有关优惠条件的，可享受西部大开发、高新技术、农林牧
渔、节能环保等方面的税收优惠。各项优惠政策有重叠的，则按最优的一项执行。

（三）实行收费减免政策。大学生自主创业从事个体经营的，凭学生证办理有关登记
手续，可享受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和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有关收
费优惠政策的通知》（渝财综〔2006〕45号）规定的3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政策。有关
部门要为创业大学生提供法律、法规、政策、证照办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对大学生自主
创业的，工商部门优先受理其注册登记申请、优先办理并简化登记手续。

（四）加大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完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下岗失业人
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中小企业担保基金要向大学生倾斜，并在适当的时候单独设立大学
生自主创业小额贷款担保基金，为大学生自主创业、兴办企业申请小额贷款提供担保。在



小额担保贷款基金中，设立1亿元的大中专毕业生创业基金，大学生毕业3个月后可申请5万
―8万元的小额贷款，并享受小额担保贷款全额贴息政策。

（五）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把大学生自主创业项目纳入
招商引资范围，与外地客商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按照规
定享受扶持发展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企业、农产品加工业以
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三、建立大学生自主创业教育服务体系

（一）开展创业教育。各高校要把创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培养
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要把创业教育课程纳入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建立完善创
业教育课程体系。要把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大学生科研活
动相结合，将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有机结合，增强大学生的创业信心和创业能
力。要鼓励创业教育教师紧密结合工作实践，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教学研究工作，积极探
索创业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有条件的高校要成立创业教育教研机构，积极推进大学生
创业教育的教学研究工作。

（二）加强创业技能培训。各高校要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创业指导师资培训、轮训，建
立一支理论水平过硬，具有实践经验的大学生创业指导教师队伍。市政府有关部门、市属
国有大型企业、高校要加强合作，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创业培训体系，将大学生创业培
训纳入就业再就业培训补贴范围，享受免费创业培训。邀请企业家和自主创业典型人物进
高校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创业指导、培训、讲座等活动；将创业培训和创业实训引入创
业教育课程体系，帮助大学生掌握一定的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重点加强对创业带头人的
培训，提高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能力和成功率。

（三）建立创业服务机构。成立重庆市大学生自主创业服务中心，有计划地组织交流
活动，帮助大学生创业者将科技发明、专利等转化为创业项目。建立大学生创业者信息管
理服务系统，提供及时有效的后续服务和跟踪指导，注重对创业失败者的指导和服务，帮
助他们重树信心、重新创业。建立全市创业项目资源库，搭建创业信息、政策发布平台，
实现全市联网，资源同步共享，做好创业项目库的动态维护工作，畅通项目信息，降低创
业成本，提高项目成功率。完善项目开发、征集、论证、展示和推荐的工作机制，向大学
生创业者公布各项行政审批、核准、备案事项和办事指南，并为创业者提供项目信息、政
策咨询、小额贷款、代办手续等“一站式”服务。

（四）培育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整合资源，依托各区县（自治县）特色工业园区、
大学科技园、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产业基地等适合大学生创业项目的孵化场所，建立大学生
自主创业孵化基地，吸引大学生创业企业入驻，并为待孵化企业提供场地、税费减免、创
业指导培训等服务。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工业园区实际，建立大学生创
业园或创业孵化基地，以免费或优惠价租赁的方式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孵化平台；结合地方
特色产业园、小企业基地、商业街建设，建立大学生创业特色产业基地或大学生创业一条
街。各类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等要大力支持和帮助大学生创业。鼓励高校通过多种形
式建设大学生创业园或创业孵化基地，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办公场地、人才引进、项目推
荐、财税法律咨询、物业服务等配套支持。

四、建立健全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组织保障体系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以市教委为召集单位，市政府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重庆
市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联席会议，定期研究解决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统筹
协调全市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也要加强领导，开展大学生创
业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将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教
育、发展改革、财政、人事、劳动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督查，形成合力，确保大学
生自主创业工作取得实效。



（二）加大宣传引导。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各高校要加强
宣传，积极营造支持创业、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舆论环境；要充分利用电视、广
播、网络等媒介，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报道活动，积极宣传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优惠扶
持政策；积极策划开展“创业论坛”、“创业设计大赛”等创业主题活动，大力表彰和宣
传创业典型，弘扬创业精神，激发创业热情，形成政府鼓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大学生
积极创业的良好氛围。建立大学生自主创业奖励表彰制度，对优秀的大学生创业者进行表
彰，并给予适当创业补贴，激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