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职称同人才相称与时代同步

文/张建徐博

百姓盼望已久的职称

制度改革， 终于有了重大

进展。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顺应群众长久关切，彰显让

职称同人才相称、与时代同

步的改革方向。

作为专业技术人才评

价和管理的基本制度，职称

制度曾在专业技术人才激

励、选拔和培养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存在的一些弊

端近年来也逐渐暴露出来，

尤其是唯学历、 唯资历、唯

论文倾向，让专业技术人才

叫苦不迭，也让职称制度变

了味、走了形。

同时，现行的职称制度

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其存在

的行政干预严重、评审过程

僵化、评审标准一刀切等问

题，已成为很多专业技术人

员成长出彩的“绊脚石”。现

实中，医术再高明的医生、教

学能力再强的老师也难突

破“不发论文休评职称”的硬

杠杠，连奥运冠军也不得不

为评职称奔波。很多专业技

术人员为评职称而在与本

职工作并无太大关系的外

语、计算机和发表论文上耗

费了大量精力，这不仅背离

了职称评定的初衷，更阻碍

了优秀专业技术人员冒尖。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

天， 加快职称制度改革步

伐，“不拘一格降人才”，让

职称制度回归本来面目已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

方向是明确的，一方面是要

让职称制度适应时代发展的

需要、适应各行各业人才成

长的需要，坚决抵制用同一

个模子衡量、评价和培育人

才；另一方面是要让职称制

度真正实现政策、标准、程序

和结果公开，避免职称评审

权力寻租和行政化倾向，让

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不

用求人找关系就能享受到职

称制度带来的福利。

尚贤者， 政之本也。对

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中央

态度十分明确，《意见》的要

求部署也非常具体，各地应

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

态度加速推进落实，让改革

举措早日落地，成为专业技

术人才脱颖而出的助推

器，让职称同人才相称、与

时代同步。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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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

调指出，“必须尊重党员主

体地位、 保障党员民主权

利”，这是完善党内民主制

度的一个重要论断， 具有

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第一， 尊重党员主体

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性质

和宗旨的集中体现。 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

旨， 决定了先进性是我们

党的根本属性， 永葆党的

先进性， 归根到底要靠每

位党员充分发挥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中国共产

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

士，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

充分发挥， 是我们党保持

先进性的基本条件。 尊重

党员主体地位， 就是尊重

广大党员在党的全部活动

中处于主体位置， 在党内

生活中当家做主， 对党的

活动和党的事业的决定作

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就

是保障党章和党内法规所

赋予党员在党内事务和活

动中应享的权利。 新形势

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 必须更加重视尊重党

员主体地位、 保障党员民

主权利， 这是实现党的历

史使命和根本宗旨的必然

要求。

第二， 尊重党员主体

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是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

平等享有党章赋予权利

的内在要求。每一位党员

在党内不论职务高低、党

龄长短、贡献大小，在党

内政治生活中一律平等；

同时，每一位党员都有权

按照党章规定直接或通

过代表参与处理党内重

大事务，谁也没有超越党

章规定范围之外的特权。

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

中央都无权剥夺党章赋

予党员的民主权利，任何

党组织和党员不得侵害党

员民主权利。

第三， 尊重党员主体

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关

键环节。从本质上看，党内

民主建设， 必须从全体党

员在权利义务方面一律平

等、 在党纪党规面前人人

平等做起。 党员主体地位

的具体体现是党员权利，

最基本的是党员的知情

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

权。 所有党员平等享有党

章规定的党员权利、 履行

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坚

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

系，党内一律称同志，不允

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

生活、 不接受党内外群众

监督的特殊党员。 党员主

体地位体现好了， 党员权

利保障到位了， 党组织对

党员的凝聚力就会更大，

党员对党组织的归属感、

责任感就会更强， 就会更

积极地参与党内事务，党

内民主建设就能不断推

进。

（据新华社报道）

克服“三唯”倾向 破除职称乱象

学术水平再高， 不发表

论文就评不上教授； 明明工

作跟外语不沾边， 可过不了

外语考试就评不上职称……

近年来，唯学历、唯资历、唯论

文越来越成为我国职称制

度被人诟病的焦点。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对这项

涉及5500余万专业技术人

才的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改革势在必行

评职称对“靠技术吃

饭”的人来说不仅涉及个人

的收入和晋升，也被视为评

价个人业务水平和贡献的

一把标尺。

我国职称制度主要经

历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上世

纪60年代中期的技术职务

任命、1977年至1983年的专

业技术职称评定、1986年以

来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等

阶段。现行职称制度共设置

科学研究、 工程、 农业、卫

生、教师等29个职称系列。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

说，职称制度的建立，对于

激励、选拔、培养专业技术

人员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然

而，随着时间推移，一些与

专业技术关系不大的指标

也被塞进评聘职称的指标

体系中。在一些地方和单位

的职称评定，有时反倒成了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羁绊。

以职称外语考试为例，

设立20多年来，一直伴随着

“一刀切”“鸡肋”等质疑。据

报道，某作家已经出版发表

了几百万字的报告文学、小

说和散文， 并多次获奖，但

由于不能通过外语、计算机

考试，迟迟未能获得副高职

称（二级作家），一度成为网

友热议的话题。

此外，作为职称评定的

“敲门砖”，职称外语考试成

为部分机构与个人的摇钱

树，滋生各种乱象：

考前，各类“保过”培训

信息满天飞，有的培训班甚

至公开指导作弊； 考中，代

考、传送试题答案等舞弊行

为屡禁不止；考后，掌握考

生个人准确信息的机构声

称可以“网上修改成绩”。

如今，《意见》 明确：对

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

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确实

需要评价外语和计算机水

平的，由用人单位或评审机

构自主确定评审条件。

拓展发展空间

除了外语和计算机考

试，《意见》 还有诸多亮点，

其中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克

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

的倾向。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

德安指出，在高校中，唯论

文已经成为硬要求：大学老

师无论是职称评定、岗位晋

升往往只注重发表论文的

数量， 授课认真与否只能

“凭良心”， 如何揽课题、发

论文才是“正事”。

不分行业特点， 把学

历、资历、论文等标准量化

为职称评定的“硬杠杠”，逼

着专业技术人员为评上职

称而在专业技术之外耗费

大量物力、财力、精力，造成

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程德安认为，这种人才

评价标准显然已经不符合

时代要求，甚至成为迟滞专

业人员冒尖的障碍。尤其是

那些身怀绝技的专业人才，

被职称卡住无法施展，损失

的是行业、社会甚至国家的

利益。

为此，《意见》强调以职

业属性和岗位需求为基础，

注重考察专业技术人才的

专业性、技术性、实践性、创

造性，突出对创新能力的评

价；注重考核专业技术人才

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绩效、

创新成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副部长汤涛认为，《意见》

的颁布实施，可以最大限度

地释放和激发专业技术人

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拓展

专业人才职业发展空间，不

断提升我国人才供给水平，

提升人才队伍的整体实力

和国际竞争力。

维护公平公正

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

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

（2016）》显示：超过70%的教

师认为，“指标分配不合理”

“评价过程不透明”“评价标

准不科学” 这3项是当前教

师职称评定制度存在的主

要问题。

一些地方职称评定采取

“退多补少”的政策，让老师们

十分苦恼。“打个比方，假如我

们学校100个老师中有15位

是高级职称， 按规定要求的

比例却是10%，那么就不会再

分指标了。”湖南怀化的一位

校长说，曾有一段时间，连续5

年学校都没有指标。

专家认为， 门槛高、名

额少、行政力量参与的职称

评定制度，不单伤害某个老

师，甚至对整个教师队伍都

有冲击。“一来了指标，教师

队伍就不团结了，为了得高

分，有的老师不惜走极端。”

在创新职称评价机制

方面，《意见》提出建立以同

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

评价机制，对特殊人才通过

特殊方式进行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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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进职称管理服务

方式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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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认为， 这就更需要

注重职称评定中的公平、公

正、公开，讲求程序正义，要制

定出符合职业特点、 能够客

观反映个人业绩的多维评定

标尺。 在下放权限的同时必

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加强

监管，做到放管结合，切实维

护职称评审公平公正， 严厉

打击学术造假和腐败行为，

维护职称评审的清朗空间。

总之，职称不应该成为

限制人才的“绊马索”，而应

该是推动人才发挥才能、个

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共同实

现的“助力器”。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