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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天花板”、不唯学历不唯奖项、论文不做“硬杠杠”……

涉及8000万人的职称评审迎来大变化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续航
里程能够达到多少？动力电池水平如
何？充电换电还能更便捷吗？这些都
是消费者在选择新能源汽车时的重要
考量。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
展，这些问题有哪些进展？
　　公开数据显示，1月至7月，生产企
业新能源汽车销量147.8万辆，超过2020
年全年水平。新能源乘用车消费主体
逐步由公共领域向私人购买转变。
　　市场的拓宽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

应用与创新的加速。工信部总工程师田
玉龙说，随着产业发展力度持续加大，我
国已建立了上下游贯通的新能源汽车完
整产业体系，突破了电池、电机、电控等
关键技术。其中，动力电池技术处于全
球领先水平，相比2012年，单体能量密度
提高2.2倍、成本下降85%左右。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动力电池技
术不断提升，但纯电动汽车仍存在低
温环境下续航里程降低等问题。这些
都要求进一步做好关键材料研发、动

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设计
等，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筑牢基础。
　　在续航里程方面，工信部的数据
显示，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续航里程从
2016年的253公里提升至2020年的378
公里。目前，很多车达到500公里以
上，续航里程在原有基础上大幅提升。
　　近年来，我国在加大充电设施配
套的同时，也加快推进智能化充电设
备应用，探索提升充电效率。不久前，
国网浙江海宁市供电公司的V2G电动

汽车充电桩在海宁市尖山新区建成。
每套设备可同时为10台电动车提供充
电服务，并根据数据动态调整充电枪、
充电桩，完成闲置功率的分配。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近13
万家充电桩相关企业，从2016年开始，
电动车换电相关企业的注册数量快速
上涨。“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
高，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显著扩大，充
电设施智能化不断推进。”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说。

续航里程能够达到多少？动力电池水平如何？充电换电还能更便捷吗？

这些新能源汽车热点问题有何进展？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从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获悉，历经5年，职称制
度改革重点任务已完成，27个职称系
列的改革指导意见出炉。这一涉及全
国约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的改革措施
将产生哪些影响？

 

  9月以来，许多地方启动了今年的
职称评定工作。尽管还没收到正式通
知，江西景德镇的陶瓷绘画师李小贵
非常期待：“2015年我评上副高，本来
以为一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这个职
称‘天花板’会突破。”
　　李小贵从事陶瓷绘画18年，在当
地小有名气。按照过去的规定，就算
他终其一生雕琢技艺，也只能止步
副高。
　　今年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
头发布《关于深化工艺美术专业人员
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为这一行
业的人员首次设置正高职称。“这是对
我们专业水平的更高认可，激励大家
进一步提高造诣。”李小贵说。
　　尽管职业评价体系已经多元化、
市场化，但在诸多行业企业，职称仍是
衡量一个人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
的主要标志，并与工资待遇、科研资
源、上升通道等密切相关。
　　2016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深化
职称制度改革。截至目前，包括中小学
教师、高校教师、医护人员等在内的27
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全部出台。
　　“不只是工艺美术人才，这次改革
增设工程、经济、会计等11个系列的正
高，惠及近3000万专业技术人员。改
革健全了制度体系，完善了评价标准，
创新了评价机制，着重解决评价标准
不合理、一刀切等问题。”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
刘冬梅说。
　　涉及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
评定政策，迎来多年未有的大调整：
　　——— 工程、农业等一批职称系列
的评审专业得以细分；
　　——— 新兴职业不断纳入职称评价
范围，新增动漫游戏、运动防护师、快
递工程等13个评审专业；
　　——— 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考
试、评审、考评结合、面试答辩、实践操

作等多元化评价方式；
　　——— 对研究人员探索实行代表作
制度；
　　——— 对互联网领域的奇才、“怪
才”建立评审绿色通道……
　　“这是现行职称制度实施30多年来
首次进行的全面系统改革。种种突破
性的安排，旨在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
评价制度。”刘冬梅表示，核心目标是从
申报上打破身份、档案等制约，畅通各
类人才职称申报渠道；从评审上减少条
条框框，让干得好的人能评得上，真正
树立以实绩论英雄的导向，激发专业技
术人才创新创造的巨大潜能。

  

　　“这次改革不再唯学历、唯资历，
论文、学历不做‘硬杠杠’，以实绩论英
雄。”刘冬梅说，对医护人员主要突出
临床实践能力，对教师主要看教学质
量，鼓励大家在一线建功立业。
　　56岁的于刚是山东省立医院眩晕
诊疗中心主任，因医术精湛，被称为山
东治晕“第一人”，常年一号难求。但
也正是因为精力主要放在临床上，论
文和科研成果较少，他获评副高14年
还没评上正高。
　　两年前，山东试水卫生职称“双自
主”改革，于刚被定为临床优势型人才，
通过侧重临床实绩、降低论文评价，在
2020年3月获得主任医师的证书。“职称
毕竟是对专业水平的认可，申请加入专
业学会或者申报科研项目都对职称有

较高要求。另外，评上正高也有利于带
团队、开展工作。”于刚坦言。
　　2020年，包括山东省立医院在内
的55家改革试点单位，共有5037名专
业技术人才取得高级职称。
　　此次改革令职称评价标准回归岗
位需求和实际贡献。比如，对高校教
师不再以SCI、SSCI等论文指标作为参
评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对医
护人员加强医德医风和从业行为评
价，淡化论文要求；对翻译、演员、计算
机等行业不再做学历要求等等。
　　近日，山西省发布2021年全省中
小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通知，要求
校长、园长和各级教研室教研员如果
不从事学科教育教学，不得申报正高
级教师，同时取消了申报正高级教师
的奖励和荣誉要求。
　　太原市某小学教师张静认为，教
师的本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有了好
的评价标准，老师们更能安心站讲台，
全心谋教学。
　　南京林业大学蒋华松没有发表一
篇论文，仅以教学业绩评上了教授；只
有高中学历但创作成果斐然的江苏作
家周洁，从中级直接获评正高；航天六
院长动集团军品事业部车二班班长黄
汉华等1万多名操作工、电工、钳工等，
打破学历和身份限制评上正高……
　　“随着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先行破
冰、红利释放，改革取得了阶段性重要
进展，显著提高了人才评价科学化水
平，解决了人才评价与人才使用相脱
节，评上的用不上、用上的评不上等问
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理论与

技术研究室主任孙锐表示。

  

　　5年来，职称政策制度体系初步确
立，标准、程序等方面基本有规可依、
有据可循。但记者采访发现，强调论
文篇数、论资排辈等现象还不同程度
存在，一些困扰人才的“烦心事”“老难
题”尚未完全破解。
　　“国家的改革指导意见提出要科
学对待论文、论著等研究成果。但看
最近单位发的评审通知，对论文的要
求还是没变。”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陈
女士告诉记者。
　　这家单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徐先生
则认为：“职称标准破易立难。尽管论
文与业务关系不大，但评职称总要有
一些衡量标准。如果论文、奖项、年头
这些都不看，那拿什么来筛选？”
　　在采访中，部分“211”高校的青年
教师也表达了困惑：“核心期刊论文数
至少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指标，现在不
拿它作为要求，那就没有硬性标准了。
评审决定权都在专家委员会，谁来决
定请哪些专家？如何排除人情干扰？
操作空间会不会更大？”
　　少数受访者反映，职称能不能评
得上、多久能评上，还是受人情世故、
资历年限以及和领导的关系等因素
影响。
　　“破‘四唯’是中央的明确要求，是
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但‘不唯’
不是‘不要’，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国家层面已经制定了新的
标准条件，建立了综合监管体系，现在
要做的是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落细。”刘
冬梅说。
　　201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
台《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加
强职称评审全流程监管、完善高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核准备案制度。“这是
一个很大的进步。”孙锐建议，下一步
需细化相关办法，推进制度落地，去
除企事业单位行政化、官僚化干扰，
同 时 推 动 社 会 化 和 市 场 化 的 职 称
评价。
　　刘冬梅也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评
审专家队伍建设，建立专家诚信记录，
健全同行评价机制，尽可能地提高职
称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针对性。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27个职称系列改革指导意
见出炉，增设11个系列正高

  鼓励以实绩论英雄，解
决评价与使用相脱节问题

  破除条条框框后，如何
确保公平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