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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助函〔2023〕3号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年高校毕业生
学费补偿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局：

根据《江苏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实施细则》（见附件）

有关要求，现就做好我省高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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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江苏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实施细则

省教育厅

2023年 3月 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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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引导和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生面向苏北基层单位工

作，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高校应届毕业生于毕业次年 6月 30日前，与苏北基

层单位办理就业手续（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或录用通知）实

际到岗并连续就业达 36个月以上（含 36个月），且就业单位连

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政府一次性返还其攻读最后学历期

间（以下简称“在读期间”）所缴纳的学费。在读期间获得国家助

学贷款资助的学生,应将所获返还资金首先用于偿付国家助学贷

款本息。

第三条 毕业生是指省内外（不含境外）全日制普通高校、

独立学院，以及招收全日制普通学生的成人高校中的全日制本专

科生（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定向、委

培以及在校学习期间已享受免除学费政策的学生除外。

第四条 学费补偿政策实施范围包括以下县（市、区）的农

村地区（不含县级政府驻地乡级行政区）∶徐州、淮安、盐城、

连云港和宿迁五市所辖各县（市），以及徐州市铜山区、淮安市

淮阴区、淮安区和洪泽区、连云港市赣榆区、宿迁市宿豫区、盐

城市大丰区。

第五条 “基层单位”指在政策实施范围内从事公共服务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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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及国有农 (牧、林 )场和气象、地震、地质、水电施工、煤

炭、石油、航海、核工业等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企业。

政策实施范围内从事公共服务的机构具体包括以下单位：乡

级政府机关（含上级部门常驻乡级的派出机构）、省统一选聘的

大学生村官任职单位、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含民办）、林业站、

文化站、水利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畜牧

兽医站、公办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中心）。艰苦行业生产

第一线企业确认依据是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其与

毕业生签署的劳动（聘用）合同中需有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条款，

并实际为毕业生缴纳社会保险费用。非艰苦行业一线企业（如邮

政企业、金融企业、通信企业、供电企业、食品企业等），以及

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施工单位等均不

属学费补偿范围。

确认就业单位时，在政府机关就业的（含村官）以有关部门

任命（选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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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截止日期为依据。省有关部门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和

“苏北计划志愿者”服务期满后，在结束服务当年到苏北基层单位

就业的，凭志愿者证书和考核合格证参照应届毕业生申请学费补

偿。就业时间在毕业次年 7月 1日之后的为往届生就业，均不具

备学费补偿资格。

第七条 在政府机关就业的（含村官），其就业时间的确认以

有关部门任命（选派）文件规定的报到时间为依据；在企事业单

位就业的，其就业时间的确认以劳动（聘用）合同和社会保险费

缴纳时间为依据，两者不一致的则应按单位为其缴纳首次社会保

险费月份确认。

第八条 学费补偿对象的连续就业时间，依据就业单位为其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有效证明确认。中止在苏北基层单位就业、单

位变动后不属苏北基层单位的，如果连续就业时间未满 36个月，

则自动失去学费补偿资格。

第九条 已经享受过学费补偿的毕业生，以及其他有关部门

已经安排学费资助、学费补偿或发放政策性就业补贴的，例如高

校毕业生服义务兵役后就业、“三支一扶”和公益性岗位等，均不

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学费补偿政策。

第十条 高校毕业生学费补偿额度按其在读期间实缴学费金

额分学年确定。补偿学年数的确认以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中注

明的修学时间为依据，修学时间超过标准学制的则按标准学制计

算，超出年份所缴纳的学费不补偿。两个以上学历层次连读的毕

业生，只按最终学历在读期间实缴学费确认补偿额度，其入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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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依其最终学历学籍注册时间（或课程起始时间）计算，补偿年

数不超过该学历阶段标准学制年数。双专（本）科的补偿年限按

javascript:SLC(51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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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复核，每名申请学费补偿者单独出具（批量

证明无效），不按规定格式出具或填写不完整的社会保险缴费证

明无效。

第十五条 学费补偿资格审核通过的毕业生，就业单位发生

变动且变动后仍符合学费补偿规定的，则应于变动后 3个月内向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交变动申请。材料和审核要求参照初次

资格申请审核执行。

第十六条 每年 6月底之前，在苏北基层单位连续就业期满

36个月的学费补偿对象（7-12月份期满的在下年申请），向就业

单位所在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学费补偿资金拨付。申

请资金拨付材料缺失、无效或不完整的，服务期未满 36个月就

中止在基层单位就业或者未连续在基层单位就业的一律不得拨

付学费补偿资金。

第十七条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应及时受理学费补偿资格

审批申请，审核通过的应现场向申请人发放受理通知书。每年 6

月底前，将上年 7月至本年 6月受理的学费补偿申请人信息报送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第十八条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应及时受理学费补偿资金

拨付申请，严格按本办法规定的工作要求进行审核。每年 6月底

前，在管理系统中提交审核记录并报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第十九条 每年 7至 8月，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管理系

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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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需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可以部分或全部调阅县（市、区）

学费补偿原始材料。

笫二十条 每年 9月 20日前，县（市、区）教育局、财政局

审定学费补偿资金拨付申请，将资金拨付申报表及其附表报送省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第二十一条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会同省教育厅财务处及时

审核、汇总各地上报的资金拨付申请，经审核确认后，省财政厅

会同省教育厅下达学费补偿资金指标。

第二十二条 在学费补偿资金指标下达 20个工作日内，省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规定将补偿资金直接打入

毕业生个人银行账户中。

第二十三条 县（市、区）教育局应建立高等学校毕业生学

费补偿归档制度，将补偿资格受理和资金拨付申请材料按年度进

行保存，完整保留申请审批表、资金拨付审核表和资金申报表原

件及其所有留存附件材料并装订成册。

第二十四条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应建立与基层单位的定

期联系制度，及时了解和掌握毕业生工作情况。毕业生在基层单

位工作满 36个月但未申请学费补偿资金拨付的，县级学生资助

管理机构应主动联系毕业生了解情况。

第二十五条 各县（市、区）应加强学费补偿政策的宣传和

说明工作，特别是对按政策规定不予补偿的申请，应耐心说明退

回申请或终止补偿资格的原因。

第二十六条 各高校应将学费补偿政策纳入学生资助政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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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体系，特别是在春季学期末要加强学费补偿政策宣传，确保每

一名毕业生在离校前都能充分了解学费补偿政策。

第二十七条 对于弄虚作假的高校和高校毕业生，一经查实，

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第二十八条 国家和省在促进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方面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且政府资助政策不得重复享受。

抄送：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各有关设区市、县（市、区）政府，各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