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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社会关注的“美甲

师还得政府发资格证书现

象”，人社部官网日前发布

通知表示，目前还有个别地

方违规将美甲师等水平评价

类职业资格与就业创业挂

钩，要求停止美甲师职业资

格考试鉴定发证活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尽管美甲师已不用考

了，但包括酒店客房服务

员、计算机操作工等常规工

种，仍需考取职业资格证才

能上岗，职业资格考试成了

部分职业技能鉴定部门的创

收渠道。

酒店服务员也要“持证上岗”部分考试成创收手段——

还有多少职业资格该取消？

周婕（化名）不久前应聘到武汉市一
家酒店做客房服务员，工作内容主要是打
扫和整理客房。近期，酒店通知她必须参
加客房服务员的职业资格考试，若无证上
岗被劳动部门检查发现，酒店就要被罚款。

考试和办证收费 200 多元，周婕参加
完理论笔试和实践操作后，发现考试内容
都是一些礼貌用语、注意事项等酒店服务
常识性内容。她说，只要参加过正规酒店
上岗前的内部培训，考试都能过，“真不知
道除了收考试费之外，这个证有什么存在
的必要？”

记者以“开连锁酒店招工”为由，向
山东、湖北、安徽等地人社部门电话咨询
发现，客房服务员确属需“先考证再上
岗”的职业。

酒店员工中，不仅客房服务员，餐厅
服务员、前厅服务员都得“持证上岗”。若
酒店还有餐饮服务，面点师、烹调师都必
须考取人社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

湖北一家酒店负责人坦言，酒店餐饮
行业从业门槛低，但用工量大，流动性
强，有的员工两三个月就跳槽，招聘员工
若都要先看是否有职业资格证，大量用工

缺口难以满足，关键是培训也是酒店自己
做，这个证证明不了任何问题。

目前各地招工普遍依据的是 2000年出
台的《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规定
要求持证上岗的 90个技术工种中，除上述
酒店业服务相关岗位之外，还包括秘书、
美发师、推销员、营业员、摄影师、手工
木工、装饰装修工、音响调音员、物业管
理员、计算机操作员等。

一些职业技能鉴定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劳动部门会不定期检查用工单位，发
现招用无证人员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打扫和整理酒店客房也得考“职业资格证”

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绍
明曾对准入类职业资格管理进行调查。他
发现，武汉市内曾有基层劳动部门到辖区商
业网点，对其营业员是否有职业资格证进行
监察，要求相关网点营业员参与职业资格考
试。

以湖北省物价部门确定的职业技能鉴
定收费标准为例，最低为包括餐厅服务员、
营业员在内的C类初级收费每人次 150元，
最高的则是烹调师、面点师等A类高级技师
收费450元。

“一个有 50个营业员的商业网点，全部
营业员参与职业资格考试，最少能带来7000
多元的收入。”张绍明说。

广东省开展职业技能鉴定人数总量多
年位居全国前列。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部

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广东开展技能鉴
定的 500多项职业，考试人员总量为 170多
万人次，尤其是计算机操作员、中式烹调师、
餐厅服务员三项就业准入职业鉴定量就达
33万人次，占全省职业鉴定总量近20%。

根据广东省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
这些职业鉴定按每人次 120元的最低标准
计算，仅计算机操作员等三项职业鉴定2013
年收费总额就接近4000万元。

“劳动部门只负责考试发证，之前没有
培训，之后也没啥后续管理和服务可言。”上
述湖北酒店负责人说，这类资格考试对提高
员工服务水平“基本没有作用”。

合肥市一位资深美发师告诉记者，他的
美发师职业资格证发下来后就放在家里，从
没拿出来过。美发是个手艺活，是否能胜

任、水平怎么样，一上手就很清楚。即便交
钱考试拿到资格证的学员，到店里还是要从
学徒做起，“一张职业资格证，啥都证明不
了”。

记者采访发现，这些职业资格考试收费
都有物价部门审核批准，理论上相关收费也
应全额上缴财政，但实际收取、上缴过程中
存在一些猫腻。

广东省四会市法院去年审理一起肇庆
市第二职业技能鉴定所负责人麦水泉贪污
案，麦水泉在负责办理职业资格证过程
中，向考试人员收费按物价部门确定的最
高标准，上缴费用给肇庆市职业鉴定中心
时则打折。比如高级工每人收 380元，上
缴则为每人300元。麦水泉共侵吞公款150
多万元。

只管考试发证不管培训监管，部分资格考试成创收手段

目前我国职业资格主要分为两种：要求
“持证上岗”的准入类和衡量从业技能水平
高低的水平评价类。就业准入是对一些技
术复杂、涉及公共利益的职业实施的行政许
可，比如医生、教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10多年
前的《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将客房
服务员、美发师、计算机操作员等职业纳入
准入类，或是因当时综合劳动技能和社会发
展水平所限，但当前这些职业的内容、环境
均已发生较大变化，属于技术要求不高、涉
及公众利益性不强的普通岗位，因此仍实施
就业准入管理有些不合时宜。

目前被列入就业准入的职业，除《招用
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中明确的90种外，

还包括国家相关法律要求实施就业准入管
理的相关职业，以及国家部委、各省市出台
规定确定的职业门类，如农业部曾出台规
定，将太阳能利用工、渔业生产船员等14个
职业列为准入类职业。

类似客房服务员、美发师等政府强制要
求“持证上岗”的准入类职业资格，目前全国
各地究竟有多少种？记者采访一些省级人
社部门相关业务负责人，回复都是“不清楚”
或“还在统计”。

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出
台“红头文件”，将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变
成准入类。比如社工证是一项针对社会工
作者的水平评价职业资格，天津、石家庄
等地近年来出台文件，要求建立社区工作

者职业资格准入制，具有社工证人员才能
应聘社工岗位。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
刘山鹰表示，各地和相关部门增加准入类职
业数量，可能基于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等出
发点，但增设准入类职业直接带来参加考试
人员数量提升，增加考试收入，导致一些地
方政府增加准入类职业资格的冲动强烈。

“职业资格许可和认证事项的设置与
清理，背后核心还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
处理的问题。”刘山鹰说，对水平评价类职
业资格，可以加快去行政化，通过市场竞
争来优胜劣汰； 对于准入类职业资格，要
重点管好“政府之手”，遏制靠职业资格考
试来创收的冲动。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有地方政府将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变成准入类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
李克强总理重要指示精神，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最近印发通知，对减
少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提出要
求，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停止美甲师
职业资格考试鉴定活动并停止发放
职业资格证书，严禁将水平评价类
职业资格违规设置为行政许可并与
就业创业挂钩。

作为转变政府职能、实施简政
放权改革的重要内容，本届政府一
直十分关注并努力践行压缩职业资
格认定的审批范畴。自去年以来，
国务院先后分四批取消了211项由
中央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国家人
社部也同时取消了地方自行设置的
各类职业资格。这对于降低市场准
入门槛、激发市场活力，尤其是助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蓬勃开展，无
疑具有清障松绑的积极意义。

此次人社部再对部分职业资格
“明令禁止”，特别是遏制有些地区
部门将职业资格认证设置为前置审
批的乱象，彰显出深化简政放权、为

“双创”助力的决心与诚意。各级政
府和职能部门要深刻领悟其中的讯
号导向，认真举一反三，坚决取消社
会反映强烈、阻碍创业创新的资格
认证事项，做到应消尽消、不打折
扣、不留尾巴。

诚然，1994年被写入《劳动法》
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其初衷是出
于对科学评价人才的考量，要求“持
证上岗”，为的是更好保障就职者的
基本能力，引导就职者的职业发
展。但随着时代变迁和实践检验，
过多过滥的资格认证弊端已逐步显
现。比如，不必要的资格认证降低
了人们的创业热情；人为抬高的从
业门槛将创业者挡在门外，抑制了
市场发展等等。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旨在最大
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的聪明才智，营
造出各尽所能、各显神通的创造与
创新潮。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批评细
分为五级的“美甲师”认证时所言：

“这种资质评价，本来应由市场去认
可。政府监管应该重点放在医疗美
容方面，真正去管一管那些伤天害
理的‘假美容’案件。”

减少职业资格认证
为“双创”松绑

★即时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