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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称制度迎来重大改革

人才评价“指挥棒”如何挥舞？
本报记者 刘 峣 邹雅婷

尚贤者，政之本也。中华民族历来具
有尚贤爱才的优良传统。纵观几千年来诸
朝盛衰兴替的历史，伟大的时代不拘一格
降人才，以致人才辈出，政通人和；反之
衰世往往禁锢、摧残人才，以致小人窃
位，人才匮乏。

作为古代选贤任能的主要渠道，中国
古代官制中的一些选才理念今天仍然值得
重新审视和思考。在选官和任用环节，古
代官制的主要特色就是不拘一格发现人才
和使用人才。从先秦的乡里举荐制到汉代
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直
至隋唐出现科举制度，选官的主要方向都
是广纳贤才。例如，其对官员分职铨选，
体现了广收慎用、防止出现以权谋私的考
量。而通过考试从社会底层吸纳人才，更
是让底层民众和政权逐步接近，扩大了执
政者的执政基础。

在对官员的管理上，古代官制中设立
了考核、奖惩、监察等相互作用、相互协
调的环节。例如 《尚书》 中就曾记载，大
禹所在的时代就有“三载考绩，三考黜
陟”的政治实践。另外，在官员退出环
节，早在 《礼记·王制》 中就有“七十致
政”的礼制规定，到了宋代有起复制度，
明代有“起废”“添注”制度等。可以说，
畅通的退出渠道确保了人才的新陈代谢。

可以看出，古代官制从官员的进入、
管理到退出 3个环节彼此承接、环环相扣，
在选贤任能方面形成了一套能上能下、能
进能退的用人体系和政治生态。

时至今日，这样的选才理念对于各行业选才都具有借鉴意
义。行业兴则国兴，而一个国家的发展好与坏，关键在于人才
的好坏。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社会转型中遇到
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
之路、广纳天下英才。

因此，从根本意识来说，我们需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
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
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职称改革意见的出台，必将加快专业技术
人才队伍的建设，但是如何真正做到“教师进课堂、医生去临
床、演员上舞台、科技人员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恐怕还需
要进一步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人才评价的“指挥
棒”作用。

从具体实践来说，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
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去年底，
羽毛球名将李玲蔚担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姚明最近出任中国
篮协换届会议筹备组组长等，这些所谓“体制外人才”不断进
入中国体育行业的领导岗位，不正体现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
的事”这一人才选择和使用思路吗？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中国经济正进入转型升级的新常态，要实现各行业
的创新发展，急需发现、广纳、打造一大批站在行业科技前
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人才，同时为他们营造创新创业的
良好氛围，对他们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只要各类人才各得其
所、各路高贤大展其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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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6年 技术职务任命阶段
这一阶段，技术人员的职务由各单位行政领导和组织部门

考核任命。国家对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取得的技术职务予
以保留和认可，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侧重技术学术的职称
系列。职务有严格的数量限制，单位根据需要和机构编制情
况，确定技术职务数量，职务与工资待遇挂钩。
■1956—1961年 “学衔”称号阶段

1955年，《高等学校教师学衔条例》《科学研究工作者学衔
条例》等11个条例起草，明确了“学衔”是国家根据科学研究
人员、高等学校教师在工作岗位上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工作能
力和工作成就的学术职务称号。
■1961—1963年 “学术称号”阶段

由于当时并没有与“学衔”制度相对应的学位制度，有关
部门开始建立一种有别于职务、不与工资等级挂钩、用以标明
学术技术水平的学衔、称号制度，并用“学术称号”替代“学衔”，不
过未能在各行业普及。“文革”爆发后，所有职称工作全部冻结。
■1978—1983年 技术职称评定初期阶段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国家恢复和完善了职称评定制
度。职称作为一种学术或技术称号，没有岗位要求、数量要求
和任期限制。新中国初期的“技术职务任命制”逐渐演变成现
在的“技术职称评定制”。
■1983—1986年 职称评定暂停整顿阶段

因职称制度存在缺陷，导致职称评定工作出现很多问题。
1983年10月起，全国学术职称和业务技术职称的考核、评定、
晋升、授予和发证等工作暂停进行，并启动职称改革方案研究。
■1986年—今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阶段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
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原22个职称系列调整为29个职称系列，职
称系列更全面，职称聘任制度更合理。
■1994年—今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1994年开始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包括准入类职业
资格和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在继续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度的同时，逐步推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本报记者 王 萌整理

链 接

中国职称制度沿革

心血管病专家何秉贤心血管病专家何秉贤 （（左二左二）） 与其他医生交流患者病情与其他医生交流患者病情。。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菲菲摄摄

援疆教师宁晓琳在给学生上课援疆教师宁晓琳在给学生上课。。
韩双喜韩双喜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高级农艺师蔡如桂查看茶树生长情况高级农艺师蔡如桂查看茶树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陶陶 明明摄摄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高级工程师谭述森高级工程师谭述森 （（中中）） 与同事一起研讨交流与同事一起研讨交流。。
王安民王安民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新华社发

这几天，山东青岛的小学老师于
晓熙 （化名） 一直在和同事们讨论评
职称的话题。“对青年教师来说，评
职称是件既盼望、又纠结的事儿。”
于晓熙说，从去年开始，中小学职称
评比摆脱了计算机和外语这“两座大
山”。职称改革后，希望自己的能力
和付出可以得到更公正、更及时的认
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的意见》（下称 《意见》），标志着这
一涉及5500余万专业技术人才的制度
将迎来重大改革。改革如何推进、如
何落地，人才队伍建设的“指挥棒”
如何挥舞，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做好“加减法”
健全职称体系

谈及职称改革的意义，中国人才
研究会研究员吴江表示：“职称改革
是人才评价制度的突破口，是把评价
人才的‘指挥棒’归位到为国家做贡
献上来。未来的趋势是通过人才结构
调整，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

根据 《意见》，职称系列“有加
有减有不变”。“不变”，是指将继续
沿用工程、卫生、农业、经济、会
计、统计、翻译、新闻出版广电、艺
术、教师、科学研究等领域的职称系
列；“减”，是指取消个别不适应社会
发展的职称系列，整合职业属性相近
的职称系列；“加”，是指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新需求，探索在新兴职业领域
增设职称系列。

吴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职称系列的增减和调整将成为常态。
一方面，随着科学进步，在前沿领域
和交叉学科会产生新的职业，原有的
29个系列显然不够用了，因此要面向
社会和市场增设；另一方面，像小学
老师和中学老师这种知识体系相近、
学术标准清晰的系列以及律师等完全
市场化的职业，应当进行整合和取
消。

“职称系列的设置宁缺毋滥。”吴
江说，“新的职业不是一夜之间成长
起来的，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能形成完
整的知识体系。因此新增职称系列一
定要慎重，不能轻易设立，因为这关
乎人才质量和技术标准。”

而在层级设置方面，正高级职称
将“普惠”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意
见》 提出，各职称系列均设置初级、
中级、高级职称。目前未设置正高级
职称的职称系列均设置到正高级，以
拓展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空间。这
意味着，经济、会计、统计、农业、
船舶、飞行、工艺美术、实验技术、
中专教师、技校教师等系列的专业技

术人员将可以参评正高级职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司司长俞家栋说，这一政策
能够畅通各个层次的职业发展通道，
保护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此前，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已在
全国铺开，“小学教授”从期待变为
现实。舆论普遍认为，中小学教师首
次拥有了和教授、研究员同样的职业
发展空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船到
码头车到站”的职业倦怠。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正高级职
称的普及并非单纯地解决待遇问题，
也不意味着正高数量将水涨船高。吴
江说，正高职称的拓展，意味着更高
的追求、更大的责任，其目的是提升
行业的技术质量。

告别“一刀切”
改变评价标准

此次职称改革在完善评价标准方
面亮点颇多。《意见》 围绕品德、能
力和业绩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有突
破性的改革措施，着力克服唯学历、
唯资历、唯论文的“三唯”倾向。

“这是一个科学的改革方向，能
够打破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晋升通道中
一些不合理的束缚，比如简单地认定
博士强于硕士，或是过分看重论文数
量而忽视质量。改革也有助于教师腾
出时间去做真学问。”北京印刷学院
青年教师衣彩天对本报记者说。

《意见》 提出，合理设置职称评
审中的论文和科研成果条件，突出评
价专业技术人才的业绩水平和实际贡
献。对在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
作的专业技术人才，淡化或不作论文
要求，并可适当放宽学历和任职年限
要求；对实践性、操作性强，研究属
性不明显的职称系列，可不作论文要
求。

就职于某地方电力公司的副高级
工程师老李对本报记者表示，淡化论
文要求对基层工作人员是个利好。

“我们在基层一线主要从事实际工
作，没有精力和条件搞科研或发明，
难以发表论文。因此，很多人为了评
职称、发论文，花钱找杂志社买版面
或是请人代写。”

衣彩天也指出，高校教师迫于考
核阶段内论文数量压力，拼凑文章、
以次充好的情况时有发生，个别学术
刊物甚至需要靠“版面费”来维持生
存运营。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 提出推
行代表作制度，重点考察研究成果和
创作作品质量，淡化论文数量要求。
北京大学传播学专业讲师杨杰 （化
名） 告诉本报记者，代表作制度在一
些高校已有推行，效果不错。“这能
减少教师的论文数量竞赛，促使大家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精品上。”
《意见》 还提到，探索以专利成

果、项目报告、设计文件等替代论
文。“这就要求用人单位把职称的评
比同岗位实际需要结合起来，怎么用
人就怎么评价，不同行业要有不同的
评价标准，完全靠论文肯定是不行
的。”吴江说。

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
试不作统一要求，也是本次改革备受
关注的一个方面。老李表示，基层工
作根本用不到外语，过去“一刀切”
的要求，成为一些同事职称晋升过程
中的“拦路虎”。

“有位教师到评职称时才发现外
语或计算机考试缺少一项，导致晋升
时间晚了好几年。”衣彩天说，“外语
和计算机考试时间有时和工作时间冲
突。另外，有的试题和实际工作的距
离较远。”

事实上，职称外语考试设立20多
年来，一直伴随着质疑，甚至成为部
分机构与个人的摇钱树，滋生出一条
从培训、代考、传送答案到修改成绩
的灰色产业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初在
评职称中增设考试和论文要求，就有
着避免人情操作的意味。但这和高考
制度一样，解决的只是表面的公平，
而并非对人才的科学评价。

“我自从去年1月报名职称外语考
试后，就不断收到各种‘保过’、改
成绩的短信和邮件。”在媒体工作的
张小姐说，“这种考试不能真正考核
业务水平，还耗费时间、金钱成本，
增加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而随着职称评审中各项硬性指标
的放宽，如何确保公平公正是制度设
计中的关键问题。《意见》 提出，完
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实行学
术造假“一票否决制”，对通过弄虚
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
的职称，一律予以撤销。专家指出，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职称评审中
的不正之风。

不搞“大一统”
创新评审机制

职称问题，不仅让教师、医生等
群体犯愁，还差点“弄丢”一枚奥运
金牌。据报道，里约奥运会期间，有
一名运动员为自己的职称评定忧心忡
忡，上阵前找相关领导“讨说法”，
直到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放心出场，最
终不仅拿下金牌，还实现了中国在该
项目上的新突破。

如何解决职称乱象和难题？关键
在于完善职称的评审机制。《意见》
提出，发挥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
主导作用，科学界定、合理下放职称

评审权限。逐步将高级职称评审权下
放到符合条件的市地或社会组织，推
动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大型企业
和其他人才智力密集的企事业单位按
照管理权限自主开展职称评审。

吴江认为，创新人才管理方式，
重点要解决下放评审权的问题。“过
去的职称评价搞‘一刀切’‘大一
统’，如今强调给用人单位放权、松
绑，这意味着把权限下放，把职称评
定与岗位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

下放权力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才
的科学评价，保证公平公正。“过去
的职称评审机制是行政主导的评价机
制，把从业者的内部素养表面化，与
个 人 学 术 贡 献 和 工 作 能 力 不 相 匹
配。”熊丙奇表示，要让评审真正关
注参评者的能力和水平，就必须改革
由行政力量主导评审的机制，实行学
术共同体评价。

对此，《意见》 提出，要建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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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单独建立基层专业
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委员会或评审组，
单独评审。采用多种评价方式，提高
职称评价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谈及政府放权与评价机制，吴江
表示，改革政策重在落实。“一是政府
放权要到位，不能层层截流。比如综合
管理部门放了权，结果到主管部门那
里给截住了；二是要防止用人单位内
部控制，比如在学校，高级职称被校长
拿走了，一线教师却拿不到。”吴江说，
设置评委会、评审组，同样要面向社
会，做到独立评审，明确人员组成、公
开规则和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除了简政放权外，《意见》 同时
明确，要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例如
加强对自主评审工作的监管，对于不
能正确行使评审权、不能确保评审质
量的，将暂停自主评审工作直至收回
评审权；健全专业化的考试评价机
构，建立职称评审考试信息化管理系
统，开展职称证书查询验证服务等。

就海外人才引进，《意见》 同样
有所着墨。例如：在内地就业的港澳
台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持有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或各地颁发的海外高层次人
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可按规定参加
职称评审；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和急需紧缺人才，放宽资历、年限等
条件限制，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
在条件成熟的领域探索专业技术人才
评价结果的国际互认等。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很多外国
人才，这就要求探索和开展人才评价
的国际互认，打开海外人才的使用思
路。”吴江表示，海外人才的引进要
适应国际惯例，同时应尽快编制高端
紧缺人才目录，针对各国人才优势精
准引进。只有如此，海外人才的职称
评审和绿色通道建设才能跟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