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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本市职称制度迎30年来重大改革2月 8日 ， 北京市委 、
市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 打破职称评价 “一
把尺子量到底”、 职称论文
“一刀切”、 职称晋升 “玻
璃门 ” 等条条框框 ， 对不
同人才制定不同标准 ， 支
持人才自选代表性成果代
替论文 ， 新开通多类人才
的 职 称 申 报 渠 道 ， 实 现
“干什么、 评什么”， 让干
得好的人能评得上。 据悉，
此次改革是自1986年职称改
革以来 ， 30多年来本市再
次启动的职称领域重大改
革， 涉及全市300多万专业
技术人员。

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 此次改革立足于服务
人才 、 服务用人单位和服
务北京发展， 将通过3到5
年的时间 ， 完成职称各系
列 、 专业 、 层级的布局调
整任务 ， 建立符合不同人
才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和
评价机制 ， 在全市形成设
置合理 、 评价科学 、 管理
规范 、 运转协调 、 服务全
面的职称制度体系。

“干什么、评什么”
不同人才不同评价标准

为避免职称评审时 “一把尺
子量到底”， 本次职称制度改革
系统地将职称评价标准归结为品
德、 能力和业绩三个方面， 科学
分类评价专业技术人才能力素
质， 对不同领域、 不同行业、 不
同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 制定不
同的评价标准和业绩权重， 实现
“干什么、 评什么”， 激发各类人
才创新动力和积极性， 使 “三百
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 重
点评价原始创新能力、 成果科学
价值、 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对从事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
的人才， 重点评价技术创新和集
成能力、 解决技术应用问题的能
力、 取得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技术突破、 成果转化和对产业发
展的实际贡献。

对从事科技管理服务的人
才，重点评价技术支持能力、服务
对象满意度、行业评价认可度。

对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
应 用 的 人 才 ， 重 点 评 价 其 在
推 动 理论创新 、 传承文明 、 资
政育人、 学科建设等方面的能力
和贡献。

教育教学人才按照教学为
主、 科研为主和社会服务为主进
行分类评价， 突出教书育人。 对
教学为主的， 重点评价教育教学
水平、 教学方法创新和人才培养
实绩； 对科研为主的， 重点评价
学术能力 、 成果创新质量和贡
献、 学科建设效果； 对社会服务
为主的 ， 重点评价成果转化推
广、 决策服务、 科学普及等。

卫生技术人才按照临床为主
和科研为主分类评价， 突出临床
实践。 对临床为主的， 重点评价
临床医疗医技水平、 实践操作能
力和工作业绩； 对全科医生， 重
点评价掌握全科医学基本理论知
识、 常见病多发病诊疗、 预防保

健和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能
力等； 对科研为主的， 重点评价
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能力。

文化艺术人才按照文艺创作
研究、 文艺传播表演进行分类评
价， 突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从事文艺创作和研究的， 重
点评价文化艺术理论创新、 作品
质量、 文明推广和传承效果； 从
事文化艺术传播表演的， 重点评
价其作品演绎质量、 演绎方法传
承和创新、 市场认可度等。

农业技术人才评价突出服务
三农， 重点评价在促进都市型现
代农业集约、 高效、 绿色、 安全
发展等方面的业绩和贡献， 对促
进都市型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
式转变的贡献。

人才可自选代表性成果
替代论文

《意见》明确，将彻底解决过
去职称论文“一刀切”的问题，将
职称评审 “唯论文” 改为 “菜单
式”，让人才做“多选题”。 在职称
评审中， 将全面推行职称评审代
表作制度， 人才可自选最能体现
能力水平的代表性成果， 作为评
审考核的主要内容，强化质量。通
过改革，让人才深耕专业，将更多
精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除论文 、 论著外 ， 基础研
究、 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人才的
代表作还可包括专利 、 项目报

告、 研究报告、 技术报告、 工程
方案、 设计文件、 业绩报告、 工
作总结等。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
代表作还可包括理论文章、 决策
咨询研究报告等。 教育教学、 卫
生技术人才的代表作还可包括精
品课程 、 教学课例 、 疑难病案
等。 文化艺术人才的代表作还可
包括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 戏剧
作品、 工艺作品等。

新增4类人才职称申报渠道

此次改革还进一步打破了国
籍、 户籍、 地域、 身份、 人事关
系等制约， 除国有企事业单位和
非公经济单位人才外， 新开通了
优秀外籍人才、 港澳台人才、 自
由职业人才、 高技能人才的职称
申报渠道， 为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畅通了晋升通道， 解决了过去职
称晋升 “玻璃门” 的问题， 全面
激发人才发展活力， 使各类人才
职业发展 “条条大路通罗马”。

创新6类人才职称晋升方式

取得国家级人才表彰奖励、
获得国家级科技奖项、 担任国家
级重大科技项目负责人、 在自主
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取得
突出成绩的领军人才， 可通过职
称评审 “直通车” 取得正高级职
称； 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关键技
术突破 、 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

题、 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中
作出重大贡献 的 业 绩 突 出 人
才 ， 可 破 格 申 报 高 级 职 称 ；
长期扎根基层一线 、 做出重要
贡献的基层人才可单独评审、 优
先评聘； 具有特殊技能、 在特殊
领域、 特殊岗位取得突出业绩、
做出重大贡献的特殊人才可直接
认定职称等级； 高校科研机构的
创新创业人才 ， 以及援藏 、 援
疆、 援青等对口支援和援外医疗
的专业技术人才可享受职称评聘
的支持政策。

�扩大下放职称评审权的
单位范围

据了解， 早在2005年， 本市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向市属高校下
放了职称评审权， 教师的职称高
校自己说了算， 还打破了教师职
务的终身制， 建立了合理的激励
和约束机制， 调动了教师教书育
人的积极性。

此次职称制度改革又进一步
扩大了职称自主评审范围， 除市
属高校外， 继续向条件成熟的科
研机构、 新型智库、 新型研发机
构， 如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 北京生命科学
研究所等 ， 下放职称评价自主
权， 重点解决人才使用 “能上不
能下” 的问题， 支持用人单位完
善考核制度 ， 对评上职称的人

才， 用人单位可根据人才与岗位
的适用情况和考核情况， 合理聘
用人才； 对不符合岗位要求、 没
有履行岗位职责的人员， 用人单
位可以低聘、 不聘直至解聘。 通
过改革， 避免一劳永逸的职称终
身制引发的惰性， 进一步激发创
新主体活力， 使人才 “评得上、
用得好、 留得住”。

职称系列将全部补齐正高级

本市将聚焦高精尖产业发展
需要， 围绕 “三城一区” 建设，
建立具有北京特色、 动态开放的
职称评价专业目录， 按照 “需要
什么评什么” 的原则， 增设人工
智能、 创意设计、 知识产权、 技
术经纪、 科学传播等新业态、 新
职业的职称评价专业， 支持培育
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另外， 本市还将补齐全部职
称系列的层级设置， 在经济、 会
计 （审计 ）、 统计 、 中专教师 、
工艺美术、 实验技术等系列中增
设正高级 ， 持续满足高精尖产
业、 文化创意产业、 现代服务业
和重点优势学科等领域的人才评
价需求。

目前， 本市已完成了经济、
会计系列职称的正高级职称设
置 ， 并出台了职称评价试点方
案， 今年将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
企业开展评价试点， 并在全市范
围内推广。

职称评审将建立分类评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