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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专业技术资格）的取得途径一般有三种：考试、评定以及考评结

合。评定包含评审和确定（初定），这里编制的操作指南着重介绍的是职称评

审。由于职称系列众多，难以逐一介绍，为便于使广大人事（职称）干部及

申报对象对职称评审工作有个大致了解，我们仅从评审条件、申报程序等通

用性方面作一般性描述，各系列（行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专业技术人

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经批准延迟退休的除外），不再进行职称评审。 

一、学历资历条件。 

（一）正常申报。 

1.高级职称。 

（1）正高级职称。须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并聘任副高级职称

满 5年。 

（2）副高级职称。须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并聘任中级职称满

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具备并聘任中级职称满 2年。 

2.中级职称。须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具备并聘任助理级职称满 4

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经考核合格。获得硕士学位或取得第二学士学位的，

具备并聘任助理级职称满 2年。 

3.初级职称。 

（1）助理级职称。中专毕业后，具备并聘任员级职称满 4年。大学专科

毕业后，具备并聘任员级职称满 2 年（对具有中专、大专两者学历之一但不

具备员级资格的，其专业工作年限在上述标准再增加 1 年后也可直接申报助

理级职称评审）。大学本科毕业或获得学士学位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1年。获

得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后，从事专业工作。 

（2）员级职称。中专及以上学历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1年。 

4.申报对象的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及任职年限计算均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对申报嘉兴市非公有制企业工程类职称的，也可按以下条件执行： 

（1）申报工程师的，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①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4 年；②大学专科学历

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6年；③中专学历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12年；

④高中、初中学历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20年；⑤具备并聘任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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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4年。 

（2）申报助理工程师的，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①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②大学专科学历毕业后，

从事专业工作满 2 年；③中专学历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4 年；④高中学

历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7年；⑤初中学历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10年；

⑥具备并聘任技术员满 4年。 

（3）申报技术员的，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①大学专科学历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②中专学历毕业后，从事专业工

作满 1 年；③高中学历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3 年；④初中学历毕业后，

从事专业工作满 6年。 

（三）根据《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

发展贯通的意见》(浙人社发〔2019〕31 号),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在参加工程技术职称评审时,分别按中专、大专、

本科学历同等看待。 

获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2 年，可申

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工程师。获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

技能工作满 3 年，可申报相应专业工程师。获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

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高级工程师。 

对在生产一线工程技术岗位从事技能工作，具有高超技艺技能和取得突

出业绩的，可直接申报相应工程技术职称评审：获得浙江省技术能手、省级

一类技能竞赛前五名、省级二类技能竞赛前三名的人员，省“百千万”高技能

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中入选“优秀技能人才”的人员，可直接申报助理工程师；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省首席技师、全国技术能手，获得世界技能大

赛优胜奖，国家级一类技能竞赛前五名、国家级二类技能竞赛前三名，省“百

千万”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中入选“拔尖技能人才”的人员，可直接申报工

程师；钱江技能大奖获得者、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世界技能大赛

银牌铜牌获得者，省“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中入选“杰出技能人

才”的人员，可直接申报高级工程师；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中华技能大

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人员，可直接申报正高级工程师。 

（四）破格申报。 

对于不具备规定学历或资历条件，但确有真才实学，且工作成绩显著的

专业技术人员，可对照相应条件采用破格申报或自评分申报、标志性业绩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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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申报专业技术资格。具体条件请参考各评委会公布的评价条件。 

二、继续教育要求。 

根据嘉人社[2021]29 号文件精神，今年申报工程师资格的人员，必须完

成 2019-2021 三年的继续教育培训，对前 2 年未完成继续教育学时的人员，

允许在完成今年学时的基础上补学所缺学时，3 年累计学满 270 学时，视作

符合申报条件。 

经请示省经信厅，今年申报机械、能源、材料、轻纺、化工和信息技术

等 6 个专业高级工程师资格的人员，必须完成 2018-2021 年 4 年的继续教育

培训，对前 3 年未完成学时的人员，允许在完成今年学时的基础上补学所缺

学时，4年累计学满 360学时（其中公需课不得少于 72学时，专业课不得少

于 240学时），视作符合申报条件。 

继续教育相关学习说明，查阅“嘉人社〔2021〕19 号”文件。 

三、其他要求。 

（一）在个人业绩档案信息齐全的前提下，社保缴纳证明、2001年以后

取得的国内大专及以上学历学位、照片、论文等信息可在系统中自动提取。

2001年以前毕业及不能自动提取的学历学位信息，需上传学历学位证书，国

外或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

认证书》或《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如近 3年内有在外省缴纳社保的申报

人员，需由个人提供省外缴纳社保的相关证明。 

（二）事业单位实行评聘结合。全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应

在核定的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内进行。申报人员须提供经主管部门和市人

社局事业单位管理科审核盖章的《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非在

编人员需提供单位说明或劳动合同。 

（三）年度考核要求。中高级职称一般提供自申报当年前一年起不少于

三年的年度考核表，初级职称视申报对象实际情况而定。年度考核表填写内

容要求真实完整，应与工作经历、工作业绩、职称聘任、获奖、本人述职等

申报信息相符；需以年度为单元列表，杜绝以奖状替代、单句评语无业绩阐

述和近 3 年合并考核。若年度内有工作单位调动的，以本年度最终工作单位

为年度考核单位。 

（四）申报材料要求。送审材料必须真实规范，各单位应对申报人员申

报材料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并将公示情况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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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因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等产生的不利影响由个人和推荐单位负责。  

四、申报程序和形式。 

2020年起，全省工程技术类职称申报实行网上申报。通过个人申报、单

位审核、主管部门推荐等程序上报各级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一）个人申报。申报人员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

审管理服务平台进行个人申报（网址：https://zcps.rlsbt.zj.gov.cn），并

对填报信息真实性作出承诺。（详见附件：申报人员网上申报办法） 

（二）单位审核。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负责对申报人员业绩档案信息和职

称申报信息进行审核，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注：申报人员、所在单位的账号与浙江政务服务网个人、法人登陆账号

相同，并自行注册 

（三）主管部门审核推荐。申报人员所在地职称申报受理点和人力社保

部门需登录管理平台进行材料接收、审核和推荐工作。 

（四）提交评审表。用人单位所在地人力社保部门网上审核同意后，申

报人员可自行下载打印带有“浙江省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平台”

水印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并加盖所在单位、各主管部门公章

后报送桐乡市职称受理点。备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 2 份

（初中级）或 3 份（高级），一并放入资料袋中。封面标注姓名、申报专业、

申报资格名称、所在单位等相关信息。 

五、有关说明。 

（一）学历合格、专业对口并符合各职称级别所需专业工作年限要求的，

可不经评审直接按初定要求申报相应级别的职称初定（国家和省规定不进行

初定专业技术资格的系列或专业除外）。个人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https://zcps.rlsbt.zj.gov.cn/），进入“大

中专毕业生职称初定”栏目，选择相应受理点进行申报。 

（二）本指南由桐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负责

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