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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新视角

为高质量发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谭涵文

“注册机械工程师”“心理咨询师”“专
利代理人”……这些职业资格，或完成历
史使命淡出视野，或随着行业的发展进行
了相应变更，职业资格目录的设立与变
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也推动
着人才评价体系更科学、更规范。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最
显著的变化是，职业资格总量大幅缩减，
优化后比2017年的目录减少68项，压减比
例达49%。除与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等密切
相关的职业工种外，73项水平评价类技能人
员职业资格已全部退出目录，不再由政府或
其授权的单位认定发证。人社部门也会退出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具体实施工作，形成以市
场为导向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机制。

这标志着国家职业资格领域“放管
服”改革的持续深入。长期来看，为建立
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
价体系奠定了基础。新目录也在当下为用
人单位和人才带来了切实便利。

用人单位在新目录下拥有更充分的发
言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评价和使
用人才，用人单位最清楚。在新目录公布
前，人社部已于2020年在技能人才评价上
明确向用人主体放权，大力推行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退出目录衔接工作。市场主体按照自
身需求，量体裁衣，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
实际需要，自主确定评价职业 （工种） 范
围、自主设置职业技能岗位等级、自主开
发制定评价标准规范等，自主开展技能人
才评价工作，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截
至今年 10 月底，全国有 9600 多家企业、
2700多家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已完成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评价机构备案，540多万名技能
人员经评价合格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这无疑为用人主体寻找和培养最契合发展
需要的技能人才提供了有力基础。

劳动者就业创业的门槛进一步降低，
人才评价环境更具活力。目录之外一律不
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内除准入
类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
减轻了人才的负担，就业灵活度进一步增
强。职业资格过多过滥导致的违规培训发
证等现象也会得到显著遏制，为人才松
绑，市场和社会的认可度即为劳动者技能
的试金石。随着职业资格考试科学化水平
的提高，目录内的证书“含金量”也会进

一步提升。
有人担心，手里已经取得的证书是否

还有效？还想从事退出目录的相关职业怎
么办？实际上，退出目录不等于退出经济
社会发展，也不是取消职业和职业标准，
更不是取消技能人才评价。已取得的职业
资格证书依然有效，可作为持证者职业能
力水平的证明。

对于退出目录的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来说，本质是由职业资格评价改
为实行社会化等级认定，职业分类及相关
标准由政府制定，而具体实施与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颁发则由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
评价组织完成，相关等级证书与职业资格

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职业资格目录是一个动态优化的体

系，有退也有进。为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此次新增了“精算师”“矿业权评估
师”“危险货物、化学品运输从业人员”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等职业资格，适应行
业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确实需要，也落实
了涉及人员资格的行政许可事项。

职业资格目录的设立和变化，始终紧紧
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目录为基
础，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将进一步规范，市
场活力也将得到有力激发。劳动者的负担
轻了，用人单位的自主权有了，以高质量
发展为目标的人才队伍建设，更有底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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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多项职业资格
行业发展呼唤专业人才
“精算师纳入《目录》了！”刚得知这

一消息，在北京一家中型寿险公司工作
的小唐就忙不迭地与朋友分享。

精算师，是指运用精算方法和技术
解决经济问题、评估经济活动和未来财
务风险的专业人士，传统工作领域为保
险业。此前，人社部将其从职业资格目
录中取消，随后中国精算师考试全面停
考。小唐说，如果想要持资格证书竞聘
高级岗位，只有考北美、英国等国外精
算师资格证书一条路。但由于考试费用
昂贵、科目多、部分考生存在语言障
碍，将精算师纳入目录、恢复“中精考
试”的呼声一直很高。

12 月 2 日，2021 年版 《目录》 发
布，精算师位列其中，并被定为专业技
术人员水平评价类，这意味着诸多精算
从业者未来可以通过国内等级考试进行
认证，整个保险业为之雀跃。“要趁这
个机会努力一把。”小唐说。

同样受到鼓舞的，还有贵州省职业
病防治院的黎东霞医生。她表示，开展
职业病诊断需要到现场采样、调查、评
估，诊断周期长，还要承担较大的法律
责任风险，这些都要求行业吸纳更多优
秀人才，依据行业标准开展技术活动。
此次，“职业病诊断医师”以专业技术
人员准入类资格进入《目录》正满足了
这一需求。

包括精算师、职业病诊断医师在
内，此次《目录》共新增十余项职业资
格，分别为专业技术人员方面的“矿业
权评估师”等，以及技能人员方面的

“危险货物、化学品运输从业人员”“道
路运输从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
等。这些新增职业资格或回应行业长久
以来对专业人才的呼声，或契合行业管
理对人才要求提高的需要。

比如，2018年中国银保监会财务会
计部 （偿付能力监管部） 主任赵宇龙就
曾指出，中国精算从业人员缺口高达
5000多人，预计5年后市场对人才需求
2.5 万至 3 万人，10 年后约 4 万至 6 万
人。湖南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精算研究
所所长张琳指出，随着保险市场发展变

化，偿付能力监管、会计准则等技术标
准，以及费率市场化、资产负债管理等
新政策对精算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拉
升了对传统精算人员的需求。另外，随
着近年来金融市场与新兴科技融合发
展，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会计咨询公
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也急需精算师，
人才需求量只多不少。

再如，国内一些地方存在砂石价格
不断上涨、砂石采矿权“水涨船高”的情
况，亟待矿业权评估师不断提高资质水
平，以更专业的工作能力改善矿权价格
高涨问题。凡此种种，都说明《目录》新
增职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以企业为主阵地
从“2493”削减到“72”

各行各业求贤若渴，是否意味着
《目录》 比以前更长？实际上，新版职
业资格总量比2017年版减少68项，压减
比例达49%。

专业技术人员方面，取消了出入境
检疫处理人员、乡村兽医，以及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下的注册石油天然气工程
师、注册冶金工程师、注册采矿/矿物工
程师、注册机械工程师等职业资格。技
能人员方面，除与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相
关的几项水平评价类拟依法调整为准入
类外，其他水平评价类全部退出目录。

为何出现大规模的削减？
先来看一个数字——“2493”。2013

年底，国务院摸底调查得出数据，当时
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共设有2493项职业资
格。其中，国务院部门设置618项，地方
设置1875项。这意味着，逾2000项职业资
格从业者需通过各部门发放的证书才能
准入或进行水平评价，一方面导致就业
门槛高，不利于吸引人员从事相关职业；
另一方面，职业资格证书注重理论知识，
而一些职业的实践水平无法通过考试得
到验证，对从业人员的评价欠缺科学。

因此，2014年开始，人社部陆续取
消 7 批 434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
项。2017 年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公
布，职业资格进行清单式管理。2019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职业资格
领域“放管服”改革，人社部按照部
署，推动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分批退出目录，并针对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进行“下放”。

以乡村兽医为例，中国兽医协会相
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包括这项资
格在内的所有《目录》准入类均为行政
许可事项，但在去年9月，《国务院关于
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取消“乡村兽医登记许可”，将其改为
备案，性质发生变化，不再属于目录范
畴之内。

像“乡村兽医”这样已实际退出、
但名义上还留存在2017版《目录》上的
职业资格还有很多，因此应将这一变化
及时通过2021 年版 《目录》 体现出来。
从这个层面看，《目录》 展现出了政府

“放管服”、解决职业资格“过多”“过
滥”的阶段性成果。

这些职业资格退出后，相关从业者
将何去何从？是否意味着职业、职业标
准和技能人才评价都被取消？

在上海市，经市人社局及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同意，中华职业学校面向社会
展开“西式烹调师”项目（五级至一级）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11月底，62名社
会考生参加该校举办的首场考试。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恒利达
机械刀片有限公司通过省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备案，成为该区首家自主开展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的试点企业，可自主认定
车工、铣工等5个工种，及初级工、中
级工、高级工、技师4个等级。

退出《目录》是改变评价发证主体
和管理服务方式，由职业资格评价改为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政府主管部门组织
制定职业分类、发布国家职业标准或评
价规范，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
具体实施并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人
社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企业是用人
的主体，需要什么人，企业最清楚，怎
么评价、使用，企业也最清楚。为此，
人社部以企业为主阵地，积极开展企业
等用人单位自主评价。

企业开展自主评价
为技术人才带来切实益处

北京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艳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与薪酬待遇等挂钩，很大
程度上激发了员工活力，“通过认定，

员工有自我展示和晋升的机会，因此大
家参加认定都特别积极踊跃。”

等级认定的考试题目和评定标准，
由业界工美大师和公司内高级技师参与
制定，在评价体系中注重总结、体现了
过往的实践经验。因此，职工既是进行
等级认定，更是自我检验和学习，理论
和实操水平在过程中得到全方位提高。

“事实证明，积极参与并通过技能等级
认定的职工，很多都会逐步成为岗位的
中坚力量。”董艳娜说。

就企业而言，她认为：“用人、培
养、评价、发放证书全部由公司负责，
并且根据工艺水平提升进行适时调整，
改变了过去人才培养和技能评价‘两张
皮’现象，选拔出了企业真正需要的技
能人才，推动景泰蓝制作工队伍素质、
产品质量和公司效益的有效衔接。”

值得注意的是，用人单位自行认定
职业技能等级也是推动职业人才发展

“组合拳”的一部分。日前，人社部等
四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职业技能
培训规划》，明确五项重点任务，最后
一项除提出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外，
还指出要拓宽技术工人职业发展通道、
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广泛开展职业
技能竞赛活动等。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
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玉杰认为，这将
促进我国技能人才培养高速高质量发
展，有助于实现劳动者更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为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起到
重要支撑作用。

对《目录》新增职业来说，行业发
展也将由此翻开新一页。曾在2019年全
国两会上建议尽快恢复中国精算师考试
的张琳告诉记者，《目录》 新增“精算
师”是所有“精算人”期盼已久的时
刻，这说明精算师作为一个职业得到国
家认可，更意味着中国精算师考试将会
重启，“一方面为高校培养精算人才、
建设发展精算专业提供一定的标准依
据，而不至于‘师出无名’；另一方
面，也能够完善我国自主精算人才培育
机制，为保险业输送更多人才。”

中国精算师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协会正在人社部、银保监会的领导下，稳
妥推进考试相关的各项技术准备工作，
请大家静待通知。而精算从业者小唐已
重拾中精材料，为考试作准备。“又看到
了希望”，言语间，满是期待。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发布，有增有减、优化调整——

激发市场活力 促进人才成长
本报记者 王晶玥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下称《目录》），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59项，含准入类33项，水平评价类26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13项，其中有10项为准入类；职业资格
总量为72项。“准入类”是指必须通过职业资格考试才能从事的职业，“水平评价类”是指通过等级考试认证形
式确定职业资格，劳动者自愿参加评价。与2017年版《目录》相比，此次《目录》职业资格有增有减，适应
了社会发展和人才建设的需要。

近年来，杭州市淳安县人社局积极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着力推进企业自主
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在千岛湖新兴纺织织造有限公司，91名职工进行了理论和
实操考试，取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图为淳安县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和企业负
责人为纺织工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唐家凯摄（人民视觉）

日前，安徽省合肥市举办2021年度职业技能大赛家政服务行业竞赛，获奖
选手将被授予合肥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及晋升技师（二级）或相应等
级的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图为选手参加中式面点工种竞赛。

袁 兵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