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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职业资格证 追踪 成都3年无人报考秘书职业资格证，但社

会对秘书岗位的需求依然旺盛。这无疑是国家职业标准理论

与现实碰撞的尴尬。连日来，本报有关报道引起多方关注。

昨日，记者调查发现，从2004年开始，已有64个职业标准被

取消。现行职业标准中的企业文化师、农村节能员等岗位甚

至“从来没有人申请考过资格证”。国家职业标准也由此引

起多方热议。 反方 重知识 轻技能 “职业标准改革势在必行

” 2009年12月版的国家职业标准目录中包含了907个职业的标

准。记者从中随机抽取到企业文化师、农村节能员等职业，

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回复记者，“从来没有人申请考过这些

职业的资格证。” 省劳保部门一工作人员对目前的职业资格

鉴定模式并不看好。他分析，当前的职业资格考试对知识和

技能的要求很笼统、可操作性差。知识要求部分的内容偏多

偏深，技能要求的内容则很不全面，导致培训和鉴定偏重于

学科内容而不是职业技能，形成事实上的学科导向。 这反映

在培训上，就是要求教师和学员花很多时间去学很多实际工

作中并不需要的知识；反映在鉴定上，就是死记硬背的题占

相当大的比例，“重知识、轻能力”，“（职业）标准改革

势在必行”。 正方 职业标准存在有必要 “应多创新职业考核

方式” “我赞成职业标准执行下去。”去年刚考取了劳动保

障协理员资格证的小黄说，职业资格证是劳动者工作能力的

最好证据，把某些职业能力量化了，简化了企业招聘的审核



程序。小黄表示，现在社会上对职业资格证的认可度还是比

较高的，甚至成了部分行业求职的敲门砖。比如会计师资格

证等。对当前的考核模式，小黄表示理解，“毕竟考试才是

检验知识的标准嘛”。 “国家职业标准、职业资格证当然有

存在的必要。”人力资源专家建议，在国家的职业标准中，

如插花师这类偏艺术的脑力劳动职业，其从业标准和考核标

准不能量化。因此，不能所有的职业资格证都采取同样或类

似的考核办法，以答卷的准确度来判断职业能力，“应该多

创新一点考核方式”。 链接 国家职业标准的“前世今生” 上

世纪50年代初，我国曾建立了工人技术等级标准并三次修订

，到上世纪90年代已形成了覆盖46个行业共4700多个工种的

工人技术等级标准体系。1993年时，国家首次提出了职业资

格证书制度，劳保部门开始推行社会化的职业技能鉴定，国

家职业标准应运而生。据悉，从2004年开始，每年国家都要

一次或数次更新职业标准目录。截至2009年第四季度，国家

已公布了十二批近百个新职业，皮革护理员、调味品品评师

等新职业都有了标准；同时，也有64个职业标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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