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

告知承诺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扎实有效推进我市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制度改革，

优化审批流程，完善审批管理方式，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制定本实

施办法。

第二条 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下简

称企业），在依法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时，可

采取告知承诺制方式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第三条 企业在申请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时，可自主选择

是否采取告知承诺方式替代证明。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当按

照一般程序提交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所需资料，办理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证。

第四条 申请人如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要填写告知承诺书并签字盖章确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视

为申请人已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依法作出审批决定。

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

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关于做好全省人力资源服务行

政许可及备案等有关工作的通知》（黑人社规〔2019〕9 号）以及《关

于学习贯彻<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的通知》（黑人社函〔2021〕59

号）等文件规定，要求申请人提交所需资料后，再依法办理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证。

企业尚不具备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经营许可条件，但承诺领取人力

资源服务许可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的，企业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并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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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提交材料后，方可开展经营。未达到经营许可条件的，不得从事职

业中介活动。

第五条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在日常管理、监督检查

和专项执法等过程中，应平等对待通过告知承诺制领取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企业。

一是加强事前风险防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通过信息

共享等手段，将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的企业、

企业法人和主要经营者的信用状况作为核查的主要内容，有较严重的

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

用告知承诺制。

二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以告知承诺

方式准予职业中介活动行政许可的经营性机构，应检查其履行承诺情

况；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报经营性机构的实际情况与公示承

诺内容不符的，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在核查可日常监管中

发现不符合承诺条件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可根据情节轻重，责令其

限期整改，或撤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逾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

到要求的，撤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对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开展职

业中介活动的企业，要依法予以查处。

第六条 申请人申请采取“告知承诺制"办理模式,因下列情形产

生的法律责任和相关损失等风险由申请人自负：

（一）无证经营

（二）业务未备案

（三）未书面报告

（四）未依法开展业务

第七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好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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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实施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第八条 各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