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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来苏州创元集团所属三家企业先后开展了职业技能鉴定的试点，通过了高级工112名，中

级工57名，初级工27名。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规范工作程序 

      集团建立了职业鉴定组织机构，并依据“1+X”的模式，即在国家标准的指导下，围绕企业生

产实际和个人的技能水平及生产工作业绩，制定技能鉴定意见。规范工作程序，如远东砂轮有限公司

建立了考评协调、教材汇编、答辩考核和培训教务四个专业小组，明确职责，责任到位。他们通过层

层推荐、一线骨干优先推荐、考核合格者提高待遇等措施，激励员工参与技能鉴定。 

     二、创新鉴定办法  

     1、考工件以企业产品为主。试点企业设计的鉴定模式把考工件与企业的产品结合起来。如一光

仪器公司的装配工种，已由原来单独的机械装配转化为光、机、电一体化新工艺，在对装配工人进行

技能鉴定时，就以员工本岗位产品分类、分等级、分复杂程度进行考核。这样不仅提高了员工对现代

专业工艺的认识和产品质量的可控性，最可贵的是把一些传统的、后继乏人的手艺完整无损地保持了

下来。这种鉴定办法使考工件和企业生产实际脱钩的现象得到了纠正。 

2、设立不同期限的“考工期”。根据岗位和技能等级的不同，各试点企业设立3-6个月不等的

“考工期”。在“考工期”内，重点考核员工每天的产量、质量、工艺规范、设备保养、安全生产、

职业道德、文明生产等项目。 

       3、以专业工艺中的难点作为技术答辩课题。对高级工以上人员进行考核时，各试点企业增加

了技能答辩项目，要求对产品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质量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

法。对答辩者的回答，他们不仅由专家评判，而且用生产实践结果来评估，避免了答辩工作走过场。 

         4、对各个环节设定不同的评分比例。这次鉴定改变了以往在技能鉴定中只考工件的做法，

建立了以考工件、考工期和答辩三位一体的新方法，以解决好鉴定与企业生产脱节，与个人实际能力

脱节的问题。一般的岗位，考工件占50%、考工期占20%，答辩占30%。但对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岗位，



  

如电瓷厂的窑炉工，考工件已不能真实反映其实际掌握的技能水平，评分比例调整为考工件占20%、

考工期占30%，答辩占50%，这种方法，能准确考核其作业中实际技能，受到员工和企业的认可。 

       三、促进创新发展 

    专业工种的技能鉴定在企业开展，十分符合实际需要。创元集团专业工种要占到技术工种的65%

以上，因此技能鉴定显得更为迫切。创元的铸件企业，由于工种特殊，面又比较窄，十几年来，社会

上一直没有这类企业翘首以盼的专业培训，现在通过技能鉴定工作，高技能人才由原来的1%增长到现

在的26%。高技能人才的收入也相应提高了10%以上，而企业具有自主技术的高附加值产品从50%增长

到80%以上，综合废品率从7.3%下降到5.6%，模型制造技术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