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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来源：www.examda.com 1 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的历史

回顾 1996年经建设部、人事部批准，全国注册结构工程师试

点考试在江苏省、湖北省和重庆市举行，在总结试点考试经

验的基础上，1997年9月1日建设部、人事部联合颁布了《注

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为我国全面实施注

册结构工程师工作提供了依据，同时正式确立了在我国实施

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勘察设计行业在体

制改革并逐步与国际接轨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根据《注册

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全国注册结构工程

师考试大纲》也于1997年9月15日正式颁布实施，同年12月20

日、21日举行了首届全国范围内的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

，截止到2004年，一共举行了8届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 

依据1997年颁布的考试大纲，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上午段试卷由6道作业题组成，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作业题1

道，钢结构作业题1道，砌体结构与木结构作业题1道，地基

与基础作业题1道，高层建筑、高耸结构与横向作用作业题1

道，桥梁结构作业题1道，考生可从上述6个专业的作业题中

任选4个专业的作业题进行考试；下午段试卷则由64道单选题

组成，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试题8道，钢结构试题8道，砌体

结构与木结构试题8道，地基与基础试题8道，高层建筑、高

耸结构与横向作用试题8道，桥梁结构试题8道，考生可从上

述6个专业的8道单选题中任选4个专业的单选题进行作答，而



设计概念的8道试题及建筑经济与设计业务管理8道试题则为

考生必答题，上、下午考试时间均为4小时。1997年颁布的考

试大纲实施了4年时间。 2 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改革后的

题型简介 2000年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在认真

总结前4届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了英

国和美国注册结构工程师考题设计的长处，并结合我国注册

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的具体情况，对1997年颁布的《全国注

册结构工程师考试大纲》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大纲

于2000年9月1日颁布实施。2001举行了大纲修订后即题型改革

后的首次考试，到2004年为止已举行了4届考试。 题型改革后

的新试卷由过去的6个专业任选4个专业的作业题和单选题，

改为6个专业全选全做的主观题客观化的选择题，新试卷上、

下午段分别由40道选择题构成，上、下午共计80题，每题1分

，试卷满分80分，上、下午考试时间仍分别为4小时。6个专

业的题量分配如下（一级专业考试）：钢筋混凝土结构15道

试题，钢结构14道试题，砌体结构与木结构14道试题，地基

与基础14道试题，高层建筑、高耸结构与横向作用15道试题

，桥梁结构8道试题。考生在作答时，须在试卷上每道试题所

给出的4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同时还须在试卷上

写出每道试题的主要作答过程，并将答案选项所对应的字母

用2B铅笔填涂在计算机计分答题卡上。考试评分采取计算机

读卡与专家人工复评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通过对全国计算机

读卡成绩的统计分析，经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

）确定本年度的合格分数线后，再由评分专家对读卡成绩达

到合格分数线的考生试卷进行人工复评，未达到复评标准的

试卷其读卡成绩无效；对读卡成绩未达到合格分数线的考生



试卷不进行人工复评。这种评分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考试阅

卷的工作效率。 来源：www.examda.com 3 改革后的考题设计

特点 选择题通常是作业题中的一部分，一组连锁的选择题综

合在一起就能构成一道作业题。连锁型的选择题就是在作业

题的基础上选择若干个关键步骤编制成一组试题，为了避免

在一组考题中各选择题之间所使用的数据相互株连，所以在

考题设计中，各选择题之间往往只在计算步骤上相互衔接，

而每一道题的一些控制参数通常另作专门规定。 作业题答案

的特征是完全不知道，需要考生作答求解。而选择题的特征

是答案已给出在4个答案选项中，4个答案选项中只有一个是

正确答案，其余3个选项是错误答案。错误答案的设计特点是

似是而非、以假乱真，如果考生在作答过程中用错公式、找

错了系数或漏掉相关步骤，得出的则是一个错误答案，而这

个错误答案也存在于4个答案选项之中。 选择题命题方式的

基本特点就是命题范围十分宽广，这与作业题的命题范围相

对比较集中是不同的，这就是两种命题方式最主要的区别。

新型考题所涉及的知识面大约是过去旧题型的2至3倍，这就

要求考生必须按照新的考试大纲要求全面复习，了解和掌握

一些新技术、新知识以及相关的新规范。选择题命题的优点

就在于消除了考试中“机遇”的因素，考生无法猜题、押题

，从而保证了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成绩的公正性，使之

更能正确和有效地评价考生的真实水平。 2004年在全国一级

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中首次推出了施工图审校类试题，

该类考题的出现有利于客观评价在工程设计一线工程师的实

际设计能力，有利于使工作年限相对较长、担任结构负责人

的工程师取得较为合理、更符合其真实水平的考试成绩，有



利于指导年轻工程师在更高的层次上学习掌握提高设计质量

的能力，有利于改变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生搬硬套规范规

定完成试题作答的情况。施工图审校类试题的推出适应了当

前勘察设计行业需要进一步提高设计人员队伍整体技术水平

的实际情况，也是对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题型改革的探索与

实践。 4 题型改革的深远意义 随着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基本建设事业飞速发展，建筑市场越来越大，这些因素促

使了结构工程师队伍的迅速发展。长期繁重的设计任务使众

多的结构工程师疲于奔命、忙于应付出图，特别是计算机设

计软件的普及替代了结构工程师进行结构计算（手算），客

观上造成了他们在技术上进一步提高的机会和动力，在所发

生的建筑工程事故中，涉及设计问题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因为

结构工程师设计错误造成的。我们应该看到，结构工程师肩

负着结构安危的重担，其所设计的工程直接影响着人民生命

和财产的安全，正是由于这一职业的特殊要求，我国注册结

构工程师资格考试始终坚持高标准、高起点，考试标准不低

于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现行标准，同时又充分考虑到我国目

前的国情。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优胜劣汰的

法则对于每一位结构工程师都是适用的。 主观题客观化的题

型改革以及评分方式的改革得到了业界专家的一致好评，同

时也为广大考生所接受。题型改革这一举措从长远看可以提

高我国结构设计人员的素质，从根本上保证工程的结构设计

质量，并促进大学教育评估和建立专业学位的进程，提高高

校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改革的成

功经验目前已推广到勘察设计行业其他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

中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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