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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指导服务指南》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关于稳就业的决

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就业政策，持续减轻企业负担，有效应

对当前经济环境的新情况、新变化，根据《关于推进全方位

公共就业服务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8〕77 号）和《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人社部发

〔2021〕47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于 2023 年开展《职业指导服务指南》编制工作。

目前，在国家层面，已发布了 GB/T 33534—2017《职业

指导服务规范》，给出了基本要求（场所要求、人员要求）、

服务对象和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要求等通用要求。地方层

面，北京最新发布了 DB11/T 1123—2023《公共职业介绍和

职业指导服务规范》，根据北京实践经验细化了职业指导的

相关要求；京津冀地区联合发布了 DB11/T 3008.6—2018《人

力资源服务规范 第 6 部分：职业指导服务》、DB12/T 3008.6

—2018《人力资源服务规范 第 6 部分：职业指导服务》、

DB13/T 3008.6—2018《人力资源服务规范 第 6 部分：职

业指导服务》，给出了职业指导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工

作流程、服务评价和改进等。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研究制

定符合深圳特色和本地服务对象需求的职业指导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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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好地指导各基层工作人员进行职业指导服务，因此编制

本文件。

二、目的和意义

为科学地指导本市就业服务机构能力建设，提升职业指

导服务人员的专业化技能；践行重点人群扶持和精准服务理

念，降低困难就业人群就业压力，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就业服

务；实现职业指导成效显著、指导方法标准化，由深圳市公

共就业服务中心牵头开展本文件的编制工作。

本文件规定了职业指导服务的基本原则、基本条件、服

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法、服务流程和服务保障等，是

在满足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我市

专业职业指导人员实践经验编制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适

用性，能够作为指导公共就业服务的技术依据。可以作为推

动深圳职业指导服务的基础，为深圳各区公共就业提供借鉴

和指导，促进深圳就业高质量的长远发展。

三、主要内容

（一）范围

给出了本文件的适用范围，适用于深圳市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开展的职业指导服务。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本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情况。

（三）术语和定义

给出了本文件涉及的术语和定义的情况。本文件主要规

定了“职业指导”“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一般性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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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指导服务”“职业指导师”及相关涉及术语。

（四）基本原则

本章节规定了职业指导服务的三个原则：积极正面原

则、重点扶持原则、精准服务原则。

（五）基本条件

本章节规定了服务场所条件要求，主要包括服务区、场

所空间、设施布局、光线色彩、资料配置、标识、消防设施、

无障碍设计、职业指导师、信息化的要求。其中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主要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设

施设备要求》GB/T 33553—2022 的相关指标，结合深圳市公

共就业服务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情况所确定。

人员条件方面：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根据服务对象的数量

和结构特点，配备适宜职业指导师，具体数量要求如下：

（1）职业指导工作室至少配备 3 名职业指导师；

（2）职业指导工作站至少配备 2 名职业指导师；

（3）职业指导工作角至少配备 1 名职业指导师。

职业指导师在符合 GB/T 33554—2017 中的规定外，还

满足：（1）从事专门指导服务的职业指导师持有职业指导

三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参加业务主管部门或

上级单位组织的相应课时的业务继续教育培训；（3）具备

乐于助人的精神、积极乐观的心态和较强的沟通能力。

（六）服务对象

本章节主要规定了职业指导服务对象的两类主体：

用人主体：主要为重点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第 4 页 共 5 页

劳动者：未就业人员（主要为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

人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灵活就业人员；在职人

员。

（七）服务内容

本章节主要规定了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用人主体和劳

动者提供职业指导服务的分类内容及清单。

（八）服务方法

本章节主要规定了面向劳动者的就业政策解读、就业信

息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就业机会分析指导、简历优化指导、

面试方法指导、职业技能提升指导、职业定位指导、职场适

应指导、职业发展指导、职业转型指导、职业平衡指导、职

业再规划指导、个人形象与职场礼仪指导、就业心理调适指

导、劳动权益保障指导等的步骤和关键要素。

以职业定位指导为例，职业指导师可通过以下方面进行

指导：（1）引导劳动者认识自我，分析知识、技能、才干

所处的能力阶段，找出最为核心的竞争优势和价值领域；（2）

引导劳动者分析外部环境和社会资源，包括目标行业、目标

企业、目标职位等情况；（3）综合平衡价值观、能力、性

格、个人兴趣与目标职业等要素的适配情况，作出职业选择。

（九）服务流程

本章节规定了面向用人主体和劳动者的职业指导服务

流程，其中专门指导服务具体步骤包括服务接待、了解基本

情况、职业诊断、职业指导、实施计划、跟踪服务、反馈调

整计划。



第 5 页 共 5 页

（十）服务保障

本章节规定了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实施职业指导服务

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服务监督、服务质量评价、投诉处理、服

务改进的要求。其中满意度测评按照 GB/T 19038 和 GB/T

19039 实施。

（十一）附录 A 重点就业群体职业诊断问题和指导

本附录针对重点就业群体的常见职业问题列出了诊断

与分析指引，方便基层职业指导师对症给出服务解决思路与

方法。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并归口，其

起草单位有深圳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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