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人社厅表示，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浙江接下来将分类推进职称制度改革——
对于事业单位人员为主的职称系列，继续按照评价与使用相结合，淡化资格、强化聘任的总体思路，深化卫生和中小学

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进一步下放评审权限，最终实现单位的完全自主评聘。
对于企业人员为主的工程职称系列，在制定完善行业评价标准基础上，采用社会化评价的方式，由相关行业协会和社会

组织承接评审工作，并规范发文发证流程，最终实现业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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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真的不用写了吗？外语和计算机还考不考？
浙江省人社厅权威解读职称制度改革八项注意
今后高校教师评审权彻底放到学校 学术造假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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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社厅权威解读职称制度改革八项注意
今后高校教师评审权彻底放到学校 学术造假一票否决
记者 魏奋

“如果马云来申报网络工程师职称，我想他总是有资格评到的吧！但按现行标准（如要看论文、专业学历），可能报都不让他报！”
昨天，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召开中央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精神浙江解读政策会，省人力社保厅专业技术处处长程爽在会上以马云为例说，

人才各式各样，需要找到更多、更专业、更科学的评价标准，更注重实际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表现。
好消息是，实行了30年的职称制度终于迎来重大改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重点改革“唯论文、唯资历、唯学历”论，让专业技术人才获得更科学的评价和肯定。

中医和运动员评职称要不要考英语？
发现论文和学术成果造假怎么办？

对中央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精神，省人社厅初步解读为八项内容。

例如，要增加成果转化、社会服务、标准制
定等评价指标的权重，要将科研成果取得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
论文、外语、计算机不做统一要求。

“举个例子，专门负责锅炉维保的技术人
员，有人可能通过种种渠道发表了论文，但他维
保水平不行，锅炉经常出问题；有的老师傅维保
的锅炉多年来从没出过问题，但他就是写不出
论文来。你说，能把职称给会写论文的人，却不
给工作做得好的人吗？”省人力社保厅专业技术
处处长程爽说。

“话说回来，论文、外语、计算机不做统一要
求，并不是说完全就不考了。要根据实际情况来
确定，比如一些在基层从事农业、林业的人员，工
作上跟英语确实不相关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
职称改革予以取消，给专业技术人才‘松绑’；工
作上要求会英语的，这个要求是高一点还是低一
点？也不能一概而论，还要从实际出发。

“比如西医，他的工作和学习有很多是需要
用到英语的，英语水平比考核标准要高一大截；
而中医呢，可能对英语就接触不多，这方面的要
求是不是就要降一降？又比如运动员，很多人
觉得不需要学习英语，但如果经常要出国比赛，
赛场上外国裁判讲的话也要听一听的吧？在国
外衣食住行、训练交流的口语也要会一点吧？
所以也不是完全不需要。”程爽说。

科学分类评价专技人才能力素质

完善职称系列和健全职称层级

例如，对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可直接申报
评审高级职称。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
项目金牌获得者杨金龙，被浙江省政府破格授予
特级技师职业资格，享受高级职称待遇。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罚机制，实行学术造假“一票否决制”。

推进职称评审社会化

依托具有较强服务能力和水平的专业人才服务机
构、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组建社会化评审机构进
行职称评审。

加强职称评审监督

构建政府监管、单位（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综合
监管体系。

评价人和使用、培养人相结合

评价结果和人才聘用、考核、晋升等用人制度衔接；
逐步建立与职称制度相衔接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制
度；推进职称评审和继续教育制度相衔接，加快专技人
才知识更新。在评聘结合方面，聘要以岗位为前提、工
作绩效为基础。把职称改革与推进建立事业单位岗位
管理、人员聘用、考核竞聘等制度形成配套衔接。

下放职称评审权限

接下来，浙江将把高校教师的评审权彻底放到学
校，由高校自定标准，自主评聘、自主发证。卫生职称改
革按照分级管理、分类评价思路，把县级和县以下医疗
机构的评审权下放到市里。

丰富职称评价方式

建立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注重引
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不同类型人才评价方式要不一
样，特殊人才通过特殊方式评价。

浙江高校、医院、质监
已率先试点改革

近年来，浙江省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实施了高校教师和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职称制度改革，主要围绕“分类、放
权、自主”三个关键词来开展，改革的
关键是“解决评价与使用的关系”。

高校：
自主评聘带来了哪些变化？

从 2014 年起，浙江开始实施高校
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核
心内容是“三个自主，两个不再”——
即自定标准、自主评聘、自主发证，省
里不再统一组织评审工作，不再颁发
统一的资格证书。

2014 年，全省有 83 所高校开展了
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工
作。据统计，2014 年共有 2504 人竞聘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其中有 1496 人竞
聘成功，通过率为59.74%，与往年基本
持平。

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在这次改
革中，有 12 位教师因为业绩特别优秀
实现了越级竞聘，6位教授低聘为副教
授，28 位副教授低聘为讲师。打破了
岗位聘任终身制，推动了岗位管理、人
员聘用、竞聘考核、绩效管理等重要制
度在学校内部的良性运转。

卫生系统：
打破“一聘定终身”

2015 年，浙江省开展卫生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主要有三方
面内容：全面实行分级管理，改变以往

“大一统”评审管理模式，强化设区市对
区域内卫生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全面
推进评聘结合，打破“一聘定终身”，形
成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协同推
进机制；全面实行分类评价。

质监：
手艺高的“老师傅”
学历不作硬性考核

浙江在特种设备、软件等工程系
列职称制度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
有益探索。

比如，2016年上半年，省质监局人
事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职称改革，质
量、计量、特种设备、标准化这四个专
业在县级以下单位，对计算机和外语
不再做要求；同时，有很多工程师职
称，以前规定要工程类、理工类专业毕
业才能申报，职称改革后只要在相关
岗位工作且具备一定工作年限同样可
以申报，学历、专业不作硬性考核，很
受基层工作扎实、文化不高的“老师
傅”们欢迎。

省质监局人事相关部门说，今年，
还准备把特种设备这个专业评职称
的权力下放到行业协会，细化指标，
量化考核，减少主观因素，争取最大
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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