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9月24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王娟

美编：罗强 组版：继红

A04-A12

“当足疗师工资这么高，要不我干脆考资格证吧。”
听好友说有的足疗师月薪数万，小芳有些心动。2000年
7月4日，我国出台《足部按摩师职业标准》，一同出台的
职业标准还有美发师、中式面点师、焊工等，并开始职
业资格考试。人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职业技能鉴
定教材（教辅）系列丛书主编马德顺就参与了这次职业
资格认证。

1993年,当时的劳动部(后变更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发布了《职业技能鉴定规定》，马德顺说，从此电工
有电工证，车工有车工证，驾驶员有驾驶证，“这是针对当
时有学历和技能操作能力的状况制定的。”

各部委承接职业资格认定工作，一直沿用至今。“一
般一个行业出现三年，就会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认定。”马
德顺说，“当时有分工，比如人社部门认定的都是蓝领职
业，商务部大多是白领职业，比如鉴定师、拍卖师等。除了
行业准入，甚至有些职业直接与薪资挂钩。《2007-2008年
中国培训市场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显示，中国当时每年
有将近1亿人参加各式各样的培训。每年有将近1000万人
参加会计、烹调、美容美发等方面的培训，有将近500万人
参加英语培训等。目前，参加培训的人数，平均下来每个
省几百万，全国每年已超5000万。”

本报连续报道关于职业资格证的各种问题，
不少市民对于职业资格证的含金量持怀疑态度。
专家表示，准入类职业资格证，仍然有相当的含金
量，而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证，有些仍然存在价
值，可以为技术水平提供依据，但缺乏监管让职业
资格证的含金量一降再降。

行业出现三年就有资格认定

学学考考““自自选选大大餐餐””怎怎么么保保证证公公平平
学校要解决学生如何选课、提高相关科目教师能力等问题

““‘‘走走过过场场’’考考试试多多没没法法律律依依据据””
人社部专家：每年5000多万人参加培训，水平类资格证含金量低

当小芳咨询一家培训机构时，对方说培训一个月
交1600块钱，然后经过理论和实践考试，就能拿证。报
名考试和培训是捆绑的，不能单独报名，但考试基本包
过。甚至有足疗店承诺，在该店培训上岗的话，六天就
可以拿到“高级证”。

“目前‘走过场’的职业资格考试，大多是没有法律
法规依据的。”马德顺说，“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考试要求
非常严格，比如司法考试，通过率只有15%左右。”职业
资格分为“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两类。“准入类”是
对从事责任较大，社会通用性强，涉及国家财产、人民
生命安全和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工种）的劳动者来
说，必须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就像司法考试，没有法
律职业资格，就没有签字权。而没有医师资格，就不可
以开处方。“在这个领域，职业资格考试含金量仍然很
高。”马德顺说。

小芳想考的足部按摩师，却不是这一类。“水平评
价类”是行业里职业水平高中低的显示，依据是劳动法
制定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及职业标准。这一类执行弹
性大，“含金量就越来越低。”马德顺说。

水平类考试执行弹性大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职业资格证
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职业资
格证的项目也在发生变化。

马德顺曾主编过美甲师职业资格证考试的教
材，对于涂几遍甲油、打磨几下、用什么剪刀都有明
确的要求，相对“人人都可以当美甲师”的时代，显
然这更适合于美甲师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时是新
兴产物，需要有一个标准步骤。”

马德顺表示，职业资格证合并同类项是大趋
势。“比如母婴保健师，需要综合育婴嫂、营养师等
能力，最后综合成了一个类别。”马德顺说，像是美
发、化妆等职业技能，综合成了“美容师”一个大类
别，考试的时候可以一起考。国务院取消的211项职
业资格认定中，不少是较为精细的职业，比如“轴尖
工”“松香包装工”“木材搬运工”等。“下一步取消的
职业资格认定中，仍然以水平评价类为主。”马德顺
预计。

合并同类职业资格是大趋势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曾表示，目前我国尚未制
定专门的职业资格制度法及其实施细则，“不解决
考试监管的问题，职业资格证的含金量就无法保
证。”马德顺说，国外的职业资格考试、认证、资格评
审等很少由国家行政机关组织实施，行业考试、认
证和评审事务均由专业组织、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
组织与管理。

下一步，根据人社部要求，对于没有法律法规
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有法律法规依据
的准入类职业资格，如果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不密切，或者自身不宜采取职
业资格方式进行管理的，将建议按程序提请修改法
律法规后，予以取消。国务院行业部门、全国性的行
业协会、学会自行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原
则上予以取消，确实需要保留的，经过批准后，纳入
国家统一的职业资格制度管理。水平评价类职业资
格由政府部门制定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具体认定
工作逐步移交给行业协会、学会承担。“这是跟国际
接轨的一个措施。”

马德顺认为，提高职业资格证含金量，还应该
落实继续教育制度。“现在社会发展太快，过去可以
十年不变，现在却是一年一变，所以职业资格证不
能拿了就保一辈子，还要经常‘更新’。”

发证不如落实继续教育制度

本报记者 陈玮 周国芳

在22日省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举
行的联组会议上，
省教育厅厅长左
敏表示，我省的高
考改革将推行“两
依据、一参考”的
模式。23日，有学
生家长提出很多
疑问，包括英语是
否会一年两考、学
考如何保障学生
的选择权、综合素
质评价能否做到
公平等等。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许亚薇

实习生 江璇

提问
1

未来的学考

使用全国卷吗

今年4月16日召开的2015年山东高考政策解读会上，省
教育厅负责人表示，山东省夏季高考将逐步使用全国卷，具
体安排为：从2015年起外语科目、2016年起文科综合和理科
综合科目、2018年起语文和数学科目使用全国卷。

根据22日的会议内容，2019年不再具体区分文科、理科，
学生可在纳入高考的六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根据自己的
兴趣特长，选择三门纳入高考成绩。截至目前，上海、浙江分
别开启了改革试点，但具体如何考试尚不可知。有家长提出，
如果学考依旧使用全国卷，学考时间会不会全国统一？如果
不使用全国卷，那从2016年才开启的文综、理综使用全国卷，
在维持了三年后又将被打破。

提问
3

综合素质测评受重视

农村学生会吃亏吗

“城里孩子从小就学习‘十八般武艺’，各个有才艺，农村
孩子没那么好的条件，在综合素质评价中，会不会不公平？”在
教育部提出将综合素质测评作为高考录取的参考因素时，就
有不少教育专家提出过质疑。

我省教育部门相关人士曾表示，高考录取参考综合素质评
价，有助于转变唯分数论，从只看“冷冰冰的分”到关注“活生生
的人”。在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中，有利于高校选拔自己需要的人
才。

综合素质评价要想纳入高考，还需要建立统一的高中学生
评价信息管理系统，提供规范统一的数据信息标准，一些主观性
指标也要尽量转化为可量化的成果，并进行三级公示。

提问
2

学校能否满足

学生选课需求

从目前来看，很多学考要求相对较松，一旦纳入高考，重视程
度肯定会增加。从上海的情况看，有专家表示统考套餐变成选考自
助餐，有利于学生在全面发展基础上个性成长，并减轻负担和压
力。但对很多学生来讲，以往的“3+1”模式变成了“3+3”，增加了两门
考试，一些学校从初中就不重视副科，学生学起来肯定很吃力。

“在上海和浙江，学生的选择分别有20种和35种，从考试的
角度来看更复杂了。”一位高中负责人表示，压力最大的其实不
是学生而是学校，满足学生的选择权并不容易。为此，上海等地
的学校还进行走班制，但学生自主选课、分层走班和综合素质评
价等对教师能力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基础薄弱的学校
肯定跟不上。”如果要求学生全部选择学校擅长的科目，规避竞
争大的科目，改革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提问
4

英语一年

是否考两次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意见，英语分值不
变、提供两次考试机会，不分文理科，但是，22日的相关会议
并没有涉及英语是否“一年两考”的问题，这让很多家长的神
经又一次绷起来。

“去年不考听力，今年又恢复了听力；以前一年考一次，
现在又说要考两次，真的无所适从了。”不少家长关注英语的
变化。“一年两考”使用全国卷吗？对学生来说，会有哪些影响
呢？省城一所高中的英语教研组长认为，英语改为一年考两
次，有利于缓解学生的考试压力，增强了学习的实用性。

“谁来出题？如何组织？两次成绩如何区分？”有专家认
为，如果有两次考试机会，肯定会有很多学生毫无意义地重
复考试。对于我省来说，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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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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