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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正高级

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征求意见稿）》《浙

江省生态环境专业职称评审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生态环境专业职称评审管理，完善

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激励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加强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对《浙江省生态

环境专业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

评价条件（试行）》《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

称评审实施方案（试行）》（浙环发〔2019〕15号）进行修

订，现就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目的

一是贯彻落实新文件新要求。2019年 7月，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发布《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2020年 10月，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浙江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

法（试行）》（浙人社发〔2020〕47号），省生态环境厅和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于 2019年 6月联合印发的《浙江省

生态环境专业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

资格评价条件（试行）》《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

师职称评审实施方案（试行）》，部分内容不能完全适应新

阶段职称评审管理的新要求，需要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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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健全完善赋分评价体系。坚决破除人才评价“四唯”

和数“帽子”倾向，正确看待和运用职称评审评价指标，突

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提高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代表

作品、科研成果等标志性业绩的分值权重，健全完善评价指

标更加全面、赋分量化更加科学、业绩导向更加清晰的指标

体系。

三是畅通职称评审绿色通道。贯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

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明确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评审的资格

条件和绿色通道；加大山区县职称评审支持力度，对在山区

26 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单列评审，同等条件给予适当

倾斜；鼓励青年技术人才提交“标志性成果”直接参加职称

评审，通过畅通各类人才职业成长通道，进一步释放各类人

才创新创造活力，营造更优人才生态和创新生态。

四是优化职称评审服务机制。将原先仅适用正高级工程

师的职称评审实施方案，扩展至适用于不同层级的职称评审

实施方案，明确评审主体、评审要求、评审程序、评审专家

管理、保障措施等内容，切实规范评审工作流程，强化评审

服务保障，提高职称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二、修订依据

1、《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令第 40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

评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60号）；

3、《浙江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浙人

社发〔2020〕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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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浙江省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职称“直通车”评审办法》

（浙人社发〔2021〕37号）；

5、《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支持山区 26县就业创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浙人社发〔2022〕46号）；

6、《关于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

通的实施办法》（浙人社发〔2022〕77号）。

三、修订过程

2024年 4月，省生态环境厅人事处牵头组织成立了省生

态环境专业职称评价条件修订组。5月初，面向社会公开征

求对原评价条件的意见和建议；5月中下旬，组织相关部门

先后召开 3次专题讨论会，就反馈的意见建议，结合生态环

境专业领域实际，明确生态环境职称评审条件修订的主要内

容；6月上旬，主动对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技处研

讨有关文件政策和重点修订条款，完成了《浙江省生态环境

专业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

条件》《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职称评审实施方案》修订初稿；

6月中旬，多种形式征求生态环境领域专家意见，根据意见

进一步完善《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正

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

职称评审实施方案》；6月下旬，先后三批次组织对历年职

称评审对象进行了模拟量化测评，并对指标设置及赋分标准

进行再次修正，形成《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工程师、高级工

程师和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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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职称评审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四、修订内容

《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正高级工

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征求意见稿）》《浙江省生态

环境专业职称评审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原有章节结

构的基础上，对条文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修订后的《浙江

省生态环境专业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

职资格评价条件（征求意见稿）》共六章 34 条，其中保留

18条，修订 13 条，新增 3条。修订后的《浙江省生态环境

专业职称评审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共四个部分，主要

修订内容有：

（一）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新要求修订的内容

——根据《浙江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浙

人社发〔2020〕47号），新增两个可申报认定相应职称的评

价条件：一是对列入国家和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才计划的专

业技术人才，可申报认定相应的高级职称；二是对组织选派

的援藏、援疆、援青、援外、东西部扶贫人员符合相应条件

的，可申报认定相应的中级或高级职称。（第十条）

——根据《浙江省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职称“直通车”评审

办法》（浙人社发〔2021〕37号）“直通车”申报条件，修订

取得标志性成果，直接提交评审条件，包括主持完成省级以

上重大科技项目、主持编制国家标准、获得市（厅）级以上

科技成果奖项，可直接申报相应的高级职称。（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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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

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办法》（浙人社发〔2022〕77号）《关

于支持山区 26 县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浙人

社发〔2022〕46 号）等文件要求，新增高技能人才、山区

26县专技人员、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等申报对象的申报条件，

畅通相关人员申报渠道。（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二）为健全完善赋分评价体系修订的内容

——减少学历与学位赋分，将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正

高级工程师的学历与学位 10 分，统一调整至 5 分，减少学

历等限制条件。（附件 1-1、1-2、1-3）

——提高代表性成果评价的权威性，如针对当前软件著

作权的权威性和取得难度均有所降低，与其赋分分值之间不

相匹配的问题，在高级工程师和正高级工程师量化评分表中

减半赋分；针对其他学术期刊，增加最高赋分限值；降低监

测上岗证赋分；新增 Nature、Science、Cell（含子刊）等顶

级期刊论文著作满格赋分要求。（附件 1-1、1-2、1-3）

——量化科技成果转化收益赋分，相关认定按照《加快

构建市场导向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意见》（浙政办发〔2023〕

64号）等相关要求。（附件 1-1、1-2、1-3）

——优化社科类相关业绩赋分，新增省领导、省委省政

府各级部门的重点调研课题任务，资政类项目并获省领导或

省级行政主管部门批示，“三报一刊”和其他主流杂志、媒体

文章刊发等相关业绩赋分。

（三）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修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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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监测与分析类释义，新增监测技术研究与仪器

研发，并在申报条件、量化评价表中新增“新仪器”的相关表

述。（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附件 1-1~1-3）

——《浙江省环境保护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

细则（试行）》有修订计划，且环境保护已更名为生态环境，

修订“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相关规定”。（第

六条）

——固化评价评审程序，新增相关表述，制定《浙江省

生态环境专业职称评审实施方案》，明确评审主体、评审专

家管理、申报评审要求等内容，规范评审工作流程，强化评

审服务保障。（第八条、附件 2）

此外，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对原有条文中存在的一些表

述不够准确、完备的地方，在修订时一并作了修正和补充。

如修订本评价条件中有关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本专

业或相近专业新增“环境规划、环境法学”，科技成果奖新增

县（处）级，新增著作解释等。（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二

十九条、附件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