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宁波教育学院杭州湾校区学生宿舍楼扩建项目已由宁波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9]303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
人为宁波教育学院，招标代理人为浙江天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市财政安排解决，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资格预审。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杭州湾新区金溪西路129号。招标控制

价：约42000000元。项目规模：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1700㎡，其中宿
舍7#面积约5725平方米，宿舍8#面积约5662平方米，连廊等附属
用房 313平方米。计划工期：255日历天。招标范围：新建宿舍楼土
建、安装及周边配套设施等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安全要求：合格。

３.投标申请人资格要求
3.1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本次招标要求

投标申请人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资质证书
须在有效期内），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
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2投标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
下简称“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3 如投标申请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
有施工信用评价等级的，须为 C 级及以上（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
季度的企业施工信用评价等级为准）；

3.1.4投标申请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
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
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1.5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申请人已通
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6 投标申请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登记
信息的，人工工资担保须显示：投标申请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
资支付担保(保函信息)且在有效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
内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中需显示登记地为宁波市行政
区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外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
系统中需显示登记地为海曙区或江北区或鄞州区或宁波市区。

3.2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资格（含临时建造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 60周岁以下），有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3.2.2 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

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
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2.4 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未解锁项目的视同有在建项目，
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
关机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3.4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
3.5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
3.6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入围11家。
４.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申请者，请于 2019年 8月 5日至 2019年 8

月 15 日 16 时（以购买成功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资格预审文件。超出上述
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 300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元），售后不退。

4.3如有补充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
版补充文件。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申请

者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
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证的通知》。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陈工）。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未在网上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不予受理。
5.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5.1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资格预审申请截止

时间，下同）为2019年8月16日9时30分，地点为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其余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资格预审公告。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和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教育学院
招标代理人：浙江天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江南路599号科技大厦4楼
联系人：张颖 电话：87031582

宁波教育学院杭州湾校区学生宿舍楼扩建项目资格预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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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学历不高的“技术大拿”评工程师不用再“破格”了；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还可以
通过技能测试，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同时拿下“高级工”证书——

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实现贯通
技术再好，离“职称”

的距离依旧遥远？逾 46 万
名宁波高技能人才，将正
式告别这样的日子。

记者昨日获悉，为贯
彻落实省市相关文件精
神，市人力社保局正式印
发《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
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
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
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明确：高
技能人才符合规定条件
的，可参加相应等级的工
程技术职称评审；工程技
术人才符合规定条件的，
可参加相应等级的职业技
能评价。这意味着在我市，
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
才职业发展通道实现贯
通，两类人才将展开深度
融合。

如今，从国家到省市层面的一系
列政策，正越来越多地淡化身份界
限，破除阻碍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壁
垒，这顺应了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

目前，对于这一新政，大家更多
关注的是高技能人才向专业技术人才
的贯通。这是因为，高技能人才职业
活动中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还没
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此外，受职业技
能等级制度不健全、部分用人单位人

才价值观念僵化等因素的制约，高技
能人才发展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

让技能人才去评职称，不仅对提升
他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有益，更能
拓宽其职业发展通道，这对改变“重学
历轻技能”的社会传统观念大有裨益。
为技能人才打通职称评审的通道，正是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解除了他们的后
顾之忧，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
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 （周琼）

为技能人才发展开启更多通道

制图：周琼 任社

记者 周琼 通讯员 任社

“单通道”变“立交桥”
两类人才身份界限被打破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按照苏
联模式，将工人的职业技能等级分为
8级。1988年，国务院修订了原8级制
的工人技术等级，改为初、中、高三
级。其后，在中高级工以上又增设了
技 师 和 高 级 技 师 这 两 个 技 术 等 级 。
1993 年，国家探索建立职业资格制
度，沿用了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的 5
个技术标准等级。不管技术标准等级
如何变化，高技能人才的职业标签始
终是“工人”这两个字。

长期以来，我国的人才管理偏向身
份管理，专业技术人才属于干部身份，
高技能人才属于工人身份，两者之间有
着各自的发展通道。两支人才队伍在评
价方式、评价标准、级别模式、管理模式
上都有差别。在成长通道上，两支人才
队伍均属于“单通道”发展，即使是非常
优秀的技师，如果不具备相应的学历，
也很难获得工程师资格。

2010 年，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制定高
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
通办法，第一次被纳入顶层设计。

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人才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传统的
身份管理已显得不合时宜。在有些领
域，尤其是工程技术领域，职业界限
越来越模糊。“部分技能人才的工作带
有研究性质，而在一些企业，大学毕
业生可能被要求到生产线上去，熟悉
基本的操作流程。”市人力社保局相关
业务处室的负责人说，“在部分企业
里，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所从
事的工作，已经不再那么泾渭分明
了。”

然而，尽管工作内容日渐趋同，
但高技能人才的“身份”问题却一直
未能解决。目前，在我市，专业技术
人才总量已超过 100 万名，技能人才
总量则达到 160 万名，其中高技能人
才数量超过 46 万名。“在新政出台
前，高技能人才很少有‘资格’成为
技术人才。一方面，前者的评价体系
为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等，而后
者的职称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正
高级工程师等；另一方面，二者的

‘门槛’不同，前者大多是中专、技校
毕业，后者更多是本科生、研究生。

由此，高级技师和高级工程师在传统
观念里的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市人
力社保局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的贯通，其实就是打破原来
的‘单通道’模式，在这两类人才中
架设‘立交桥’，让他们能够共同进
步、共同成长。”这位负责人表示。

获评高级技师满4年
就可申报高级工程师

对于我市的“技术大拿”周英方
来说，评职称之路曾经荆棘丛生。作
为一名杰出的技术工人，周英方已改
造设备20多项、改进技术30余项，持
有 4 个发明专利、6 个实用新型专利。

“因为基础学历不够，40 多岁才评上
助理工程师；靠着多项专利，前几年
才破格评上工程师。”说起这事，这位
早已是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的
技术达人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90 后”技工范武是我市青年技
能人才的杰出代表，年纪轻轻已是满
身荣耀：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
位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浙江省人大代表、宁波市十大杰
出青年。然而，由于基础学历不高，
评职称的门槛对范武来说有点高。“有
人会说，高级技师相当于高级工程
师，但是，‘相当于’毕竟不是‘等
于 ’， 大 家 总 觉 得 工 程 师 要 比 技 师
牛。”范武坦承，“知道这个消息我特
别激动，以后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我也是工程师，工程师能做的我一样
可以，我绝不比任何工程师差！”

根据《实施意见》，工程技术领域
的技能人才，只要符合我省相应专业
工程技术职称评价标准规定的基本条
件，遵守单位规章制度和生产操作规
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
神，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
业技能等级，在现工作岗位上近 3 年
年度考核合格，并达到行业继续教育
规定学时要求的，就可以在技能成长
和职称评定这两条路上“齐头并进”。

对于我市的高技能人才而言，获得
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
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可申报评审相
应专业助理工程师；获得技师职业资格
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
满 3 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工程师；
获得高级技师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
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可申报评审
相应专业高级工程师。

为改变唯身份、唯学历等倾向，

突破高技能人才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
件，《实施意见》还明确了技工院校毕
业生所对应的学历等级，即技工院校
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
师)班毕业生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
专、本科学历申报评审相应专业职称。

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业技能
评价，更注重的是技能考核。比如，
取得技术员资格后从事本职业 （工
种） 或相关职业 （工种） 工作满 3
年，或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还可
以通过技能测试，看看自己是否可以
同时拿下“高级工”证书；拿到助理
工程师职称满 3 年或者取得工程师资
格的，可以申报进行技师职业技能评
价，看看自己在技术上是否也同样

“顶呱呱”？

生产一线“技术大拿”
可直接申报相应职称

对于长期奋斗在生产一线的“技
术大拿”，本次印发的《实施意见》更
有一大波利好。根据文件精神，在高
技能人才申报职称评审中，对在生产
一线工程技术岗位从事技能工作、具
有高超技艺技能、取得突出业绩的，
可直接申报相应工程技术职称评审。

甬版政策中明确，获得浙江省技
术能手、省级一类技能竞赛前五名、
省级二类技能竞赛前三名的人员，省

“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中
入选“优秀技能人才”的人员，获得
市级一类技能竞赛前三名、市级二类
技能竞赛第一名的人员，市“十百千
技能大师培养工程”中入选“优秀技
能大师”的人员，可直接申报助理工
程师。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省
首席技师、全国技术能手，获得世界
技能大赛优胜奖，国家级一类技能竞
赛前五名、国家级二类技能竞赛前三
名，省“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才培
养工程中入选“拔尖技能人才”的人
员，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市

“优秀高技能人才”奖获得者，市“十
百千技能大师培养工程”中入选“杰
出技能大师”和“拔尖技能大师”的
人员，获得市“技能之星”职业技能
竞赛第一名的，则可直接申报工程师。

钱江技能大奖获得者、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世界技能大赛
银牌铜牌获得者，省“百千万”高技
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中入选“杰出技
能人才”的人员，可直接申报高级工
程师。

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中华
技能大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的人员，可直接申报正高级工程师。

这意味着我市将有一大批“技术
大拿”得以“正名”，在专业技术领域
和技能发展领域并行成长。

除了直接申报，在本次出台的
《实施意见》中，记者注意到，职业能
力和工作业绩是高技能人才参与职称
评审最重要的“参照系”。在职称评
审中，我市将更注重评价高技能人
才 执 行 操 作 规 程 、 解 决 生 产 难 题 、
完 成 工 作 任 务 、 参 与 技 术 改 造 革
新 、 传 技 带 徒 等 方 面 的 能 力 和 贡
献，把技能技艺、工作实绩、产品
质 量 、 技 术 和 专 利 发 明 、 科 研 成
果 、 技 能 竞 赛 成 绩 等 作 为 评 价 条
件。淡化对高技能人才申报评定职称
时的论文要求，注重对其能力、贡
献、业绩等方面的评价。

选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省级选拔赛。 （周琼 任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