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学生自主创业政策公告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司）
教 育 部 学 生 服 务 与 素 质 发 展 中 心

1. 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发《就业创业证》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内创办个体工商户的，可按规
定在3年内以每户每年 20000元为限额（最高可上浮20%，具体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
地区实际情况确定）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
个人所得税。

2. 高校毕业生创办小微经营主体的，可按规定享受相关普惠性税费政策。

一、税收优惠政策

3. 创业担保贷款和贴息支持：可在创业地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30万，贷款期限不超
过3年，财政按规定给予贴息。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最
高不超过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之和的110%、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
对10万元及以下贷款、 获得市（设区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高校毕业生创业者免除反担保要求；对高校
毕业生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400万元，财政按规定给予贴息。

4.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程序：4.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程序：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应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申请资格审核，通过资格审核后，可向当地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和经办银行提交担保和
贷款申请，符合相关担保和贷款条件的，与经办银行签订创业担保贷款合同。

二、担保贷款和贴息政策

5. 一次性求职补贴：对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和
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 

6. 一次性创业补贴：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
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7. 职业培训补贴：对在毕业年度内参加创业培训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三、资金扶持政策

四、工商登记政策

9. 取消落户限制：高校毕业生可在创业地办理落户手续 (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
五、户籍政策

10. 免费创业服务：可免费获得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供的创业指导服务。
11. 技术创新服务：各地区、 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实验室以及科研仪器、 设施等科技创新资源可以面

向大学生开放共享，提供低价、优质的专业服务。
12. 创业场地服务：鼓励各类孵化器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开放一定比例的免费孵化空间。政府投

资开发的孵化器等创业载体应安排30%左右的场地，免费提供给高校毕业生。有条件的地方可对高校毕业
生到孵化器创业给予租金补贴。

13. 创业保障政策：加大对创业失败大学生的扶持力度，按规定提供就业服务、就业援助和社会救助。
毕业后创业的大学生可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

六、创业服务政策

15. 弹性学制：高校可以根据情况建立并实行灵活的学习制度，可放宽学生修业年限，保留学籍休学创
新创业。

14. 折算学分：高校设置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探索将学生开展自
主创业等情况折算成学分。

七、学籍管理政策

         8. 简化企业登记注册手续：创办企业，只需填写“一张表格”，向“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登
记机关直接核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多证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