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辽卫办发 〔⒛25)鲳 号

关于做好⒛zb年全省卫生系列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市卫生健康委、沈抚示范区社会事业局,委直属各单位,省

直各有关单位 :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

《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人

社部发 E⒛ 21〕 51号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

⒛25年全省职称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 (辽人社发 匚⒛25〕 1

号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

的通知》 (人社部发 匚⒛24〕 56号 )、 《关于印发辽宁省职称

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辽人社规 E⒛⒛〕3号 )、 《关于

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辽人社发

匚2023)26号 )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卫生健康工作实际,

经商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同意,现将 ⒛25年全省卫生系列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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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医德医风放在人才评

价首位,充分发挥职称评价的
“
指挥棒

”
作用,鼓励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钻研医术、弘扬医德、匡正医风。

(二)坚持实践导向、科学评价。科学设置评价标准,突

出实践能力业绩导向,破除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
“
帽

子
”
倾向,鼓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扎根防病治病一线。

(三)坚持以用为本、服务发展。围绕用好用活人才,促

进人才评价与使用相结合,满足各类用人单位选才用才需要 ,

服务人民群众健康,服务健康辽宁战略。

二、组织管理

(一 )⒛ 25年全省卫生系列正高级和省属医疗卫生机构副

高级职称评审工作,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管理和指导下,

由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辽宁省卫生

系列 (中 医)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

(二 )各地卫生系列副高级职称评审工作,在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的管理和指导下,由各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综合管理,各市卫生系列高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

(三 )辽宁省人民医院等 41家获批自主开展卫生系列高级

职称评审工作的公立医院,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



健康委的管理和指导下,由各自主评审医院卫生系列高级职称

评审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

(四 )各市、自主评审单位可自行制定评审标准,但不能

低于国家和省的评审标准。要加大对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实绩考

核,突 出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品德、能力、业绩导向。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单位采取述职、答辩等评价方式,提高评审的针对

性和精准性。

(五 )各市、各自主评审单位在组织实施年度评审工作前 ,

须将评价标准、评审工作方案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省卫

生健康委审核各案,并 以适当方式发布年度评审工作通知 (应

包括评审范围、申报条件、评审办法、评审程序及有关工作要

求等事项 )。

(六 )各评委会须在 ⒛25年 11月 底前完成 2025年评审工

作任务,并在评审结束后 20个工作日内,将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和评委会年度评审书面总结分别报送省卫生健康委和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各案。

三、评审范围

(一 )人 员范围

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中,从事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的

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员,均可申报卫生高级职称评审。中央在

辽单位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同意委托评审,所属医疗卫生



机构从事医、护、药、技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可申报卫生

高级职称评审。下列人员不得申报考试和评审:

1.公务员 (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 );

2.退休人员 〈含评审申报当年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人

员 );

3。 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违反行业法律法规受到从业限制

等处罚的,在受处分或处罚期间的人员;

4。 医德医风考核评价不舍格的人员。

(二 )评审专业

申报人员可根据自己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实际,参照 《辽

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评审专业目录》 (附

件 ),确定申报评审专业。申报评审的专业须与现从事专业相

一致。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医疗类、护理类职称,应取得相

应职业资格,并按规定进行注册,取得相应的执业证书。

四、申报评审条件

(一 )品德、学历、资历条件

按照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 《关

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意兄》 (辽人社发

E2023〕 26号 )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中,申 报副高级、正高级职称人员须已受聘中级、副高

级岗位,任职资历时间可
“
分段

”
计算:zO23年及以前可按取



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时间计算,2024年及以后按聘任相应专业

技术岗位时间计算,两段时间合并计算为任职资历时间。每年 6

月 30日 前完成聘任的,按全年计算任职时间。因工作岗位调整

由其他专业转评卫生技术管理专业,2024年—
2θ28年 ,实施过

渡期政策,即达到我省既往关于卫生技术管理年限任职要求的,

可按既往政策参加该专业评审。2029年 以后,需按平转条件取

得同一级别卫生技术管理专业技术资格,并在平转后达到相应

的任职资历条件要求后方可申报上一级卫生技术管理专业资格

评审。

(二 )考核条件

申报人员必须参加年度考核。任现职期间年度考核合格及

以上等次累计不少于 5次 ,申 报评审当年考核结果须为合格及

以上等次 〈当年未完成考核以上一年度考核结果为准 )。 年度

考核确定为合格以下等次或未定等次的,当 年任职年限不作计

算。考核合格年限可累计计算。

(三 )服 务基层条件

执业医师晋升副高级职称的,应 当有累计一年以上在县级

以下或者对口支援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经历。

具体按相关规定执行。

(四 )专业实践能力考试条件

我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实行考评结合的方式。申报评审高



级职称须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专业实践能力考试,成绩合格方

可参加评审,申 报评审专业须与考试专业一致。

1.凡符合
“
品德、学历和资历条件

”
的人员,均 可申报参

加专业实践能力考试。考试成绩达到合格标准且在有效期内,

符合当年申报评审条件的,可经单位推荐申报参加高级职称评

审。

2.全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专业实践能力考试成绩有效期 3

年。对于多次参加考试的人员,采用近 3年合格的考试成绩中

最高成绩作为评审考试成绩。

(五 )专业业务能力条件

专业业务能力等级标准按照原省卫生计生委 《关于印发辽

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指标体系及标准 (试行 )

的通知》 (辽卫函字 EzO14)329号 )、 《关于印发辽宁省卫生

(西 医)系 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部分修订专业业务能力等

级标准的通知》 (辽卫办发 〔zO15)124号 )、 《关于印发辽宁

省卫生 (西 医)系 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部分修订专业业务

能力等级标准的通知》 (辽卫办发 E2017〕 106号 )执行。

(六 )工作量条件

申报高级职称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须在任现职期间达到规

定的工作量要求。工作量指标是中级晋升副高、副高晋升正高

期间申报评审专业所完成的工作量,应为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



格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累计,截止时间由各评审委员会根据年

度评审时间确定。服务基层工作期间所完成的工作量可累计计

算。

临床、口腔、中医医师将门诊工作量、出院人数、手术/操

作人次、参与诊疗患者人数、签发检查报告份数等指标作为申

报条件;公卫医师将专业工作时间、现场工作时间及具体岗位

专业工作量作为申报条件◇

护理类人员,将专业工作时间、责任护士和质控护士记录

数量作为申报条件。

药学类人员,将专业工作时间及具体岗位专业工作量作为

申报条件。

医学技术类人员,将专业工作时间及具体岗位技术操作数

量作为申报条件;对管理技术类人员,将平均每年参加卫生管

理工作时间作为申报条件。

(七 )业绩成果条件

工作业绩实行成果代表作制度。临床病案、手术视频、护

理案例、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应急处置情况报告、论文、科研

课题结题报告、卫生标准、技术规范、科普作品、技术专利、

科研成果转化等均可作为业绩成果代表作参加评审。根据不同

层级医疗卫生机构不同功能定位,申 报人员除须提供本人任现

职以来主治或主持的能反映本人专业技术水平的病案或业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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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以外,还可在专业能力、教学能力、科研能力三个类别

中提交任现职以来最能代表本人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标志性

工作业绩。不重复提交同一项代表作。

(八)继续医学教育条件

申报评审人员,须按要求完成继续医学教育。疫情防控一

线医务人员参加职称评审,其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经历视同完

成当年继续教育学时学分。

(九 )其他政策

1.参加新冠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在符合专业技术资格

报名条件的基础上,可提前一年申报评审高一级职称;对做出

突出贡献,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的,结合业务能力水平评

价,可直接申报参加高一级职称评审。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一线医务人员范围按照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

员措施的通知》 (国发明电 匚⒛⒛〕10号 )规定执行。上述享

受提前申报的人员,原则上只享受一次政策优惠。

2.由 政府选派的参加援外医疗队和援疆、援藏的专业技术

人员 (援助期限 1年 以上 ),在支援期间,如不具各参加卫生

系列高级专业实践能力考试条件,可 申请免考试;因工作需要

不能参加现场评审的,可 申请免答辩。

五、评审方式



⒛25年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采取考评结合、分层分专业

评价和定向使用相结合的评审方式。

(一 )继续采取考评结合的评价方式。正高级评审采取考

试、阅评材料和答辩相结合的评审方式,副 高级评审采取考试

和阅评材料相结合的评审方式,鼓励副高级职称评审加入答辩

环节。

(二 )实行分层评价与定向使用相结合。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高级职称按省市三甲医院及省级疾控机构、省市其他医疗卫

生机构、县 (区 )级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乡 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四 个层级分专业对申报人员专

业能力和工作实绩等进行综合评价。报评县 (区 )级及以下评

审层级取得的职称,限定在县 (区 )级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

用。申报人员向省市医疗卫生机构流动时,须 重新参加相应级

别医疗卫生机构的高级职称评审。

六、评聘模式

(一 )用 人单位要坚持以用为本、评以适用、以用促评原

则,根据本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状况,自 主组织开展职称评审

或推荐本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称评审。对于全面实行岗位

管理的医疗卫生机构,一般应在岗位结构比例范围内开展卫生

系列职称评审。对于没有全面实行岗位管理的医疗卫生机构 ,

可采用评聘分开的评价方式。自主评审单位原则上应采取评聘



结合方式开展职称评审。

(二 )为确保我省卫生专业高级职称评审改革政策平稳落

地,与 既往职称评审政策有序衔接,2024年 至⒛28年实施过渡

期政策。

1.非 自主评审单位。过渡期内,可按照不超过现有正、副

高相应层级绝对空余岗位数额 (即 空余岗位数一取得资格未聘人

员数,下同 )的 2倍或不超过正、副高相应层级岗位设置数的

1O0/o(小数点后向上取整,下 同)推荐参评人员。

2.自 主评审单位。过渡期内,可按照不超过现有正、副高

相应层级绝对空佘岗位数额或正、副高级岗位设置数的 5%,评

审通过新取得资格人员Q

七、申报程序

(一 )个人自主申报。符合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可按要求自

主申报参加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评审。

(二 )实行民主评议。用人单位成立由群众代表、同行专

家、单位领导、组织人事和科研管理部门代表共同组成的评议

组,对申报人员提交的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把关,对 申报人员

的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学术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业缋贡献

等进行综合评议,单位根据评议组意见,出 具推荐意兄。

(三 )逐级审核申报。由各主管部门和各级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审核,并对全面实行岗位管理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



岗位聘用核定单后逐级报送至卫生高级评审委员会经办机构。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按属地原则进行申报。

八、工作要求

(一 )各评委会须严格遵守《辽宁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 (试

行 )》 等相关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 ,

切实维护专业技术人员切身利益,维护职称评审工作的严肃性

和公正性,营造公开透明、公平公正、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二 )各评委会组织召开评审例会,由评审委员会办事机

构会同同级人社部门在
“
评委库

”
中随机抽取评审专家,组建

年度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未纳入
“
评委库

”

人员,一律不得参加评审工作。各评委会办事机构应进一步加

大评审专家遴选范围,逐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
“
评委库

”。

(三 )对于职称评审申报人员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参加评

审工作的评委会委员和工作人员违反评审工作纪律、利用职权

徇私舞弊以及其他违规违纪行为的,按照 《职称评审监管暂行

办法》 《辽宁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 (试行 )》 等规定给予严肃

处理◇

(四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卫生健康部门要做

好业务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并加强对卫生系列职称评审工作

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对各评审委员会的申报、审核、评审等工

作进行抽查、巡查和指导。

ll



本通知未尽事宜,按国家和省其他职称工作政策规定执行。

附件: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评审专业

目录

办公室

6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⒛25年 5月 6日 印发



附件

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
业编码

考试专业

评审

专业

编码

评审专业 执业类别

069 全科医学 01 全科医学 临床

001 心血管内科
9
乙

n
υ 心血管内科学 临床

002 呼吸内科 03 呼吸内科学 临床

003 消化内科 04 消化内科学 临床

004 肾内科 05 肾内科学 临床

005 神经内科 06 神经内科学 临床

006 内分泌
7
f

n
υ

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
临床

007 血液病 08 血液病学 临床

009 风湿病 09
风湿与临床免疫

学
临床

011 普通外科 10 普通外科学 临床

012 骨外科
1
Ι 骨外科学 临床

015 泌尿外科 12 泌尿外科学 临床

013 胸心外科
9
0 胸心外科学 临床

01茌 神经外科 16 神经外科学 临床

018 小儿夕卜科 17 小儿外科学 临床

016 烧伤外科 18 烧伤外科学 临床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
业编码

考试专业
评审

专业

编码

评审专业 执业类别

017 整形外科 19 整形外科学 临床

019 妇产科 20 妇产科学 临床

067 计划生育 21 计划生育 临床

0
9
乙

n
υ 小儿内科

9
乙

9
乙 小儿内科学 临床

120 重症医学 23 重症医学 临床

022 田腔内科 2茌 口腔内科学 口腔

023 口腔颌面外科 25 口腔颌面外科学 口腔

024 口腔修复 26 口腔修复学 口腔

5
9
乙

n
υ 口腔正畸 27 田腔正畸学 口腔

026 眼科 28 眼科学 临床

027 耳鼻喉(头颈外科) 29 耳鼻喉头颈外科 临床

028 皮肤与性病 30 皮肤与性病学 临床

029 肿瘤内科 31 肿瘤内科学 临床

030 肿瘤外科 32 肿瘤外科学 临床

032 急诊医学 34 急诊医学 临床

064 结核病 35 结核病学 临床

008 传染病 38 传染病学 临床

068 精神病 39 精神医学 临床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

业编码
考试专业

评审

专业

编码

评审专业 执业类别

033 麻醉学 40 麻醉学 临床

038 康复医学 42 康复医学 临床

044 临床营养 43 临床营养 临床

034 病理学 44 病理学 临床

035 放射医学 45 放射医学 临床

031 放射肿瘤治疗学 46 肿瘤放射治疗学 临床

036 核医学 47 核医学 临床

037 超声医学 49 超声医学 临床

039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基

础检验
50

临床血液 (体液 )

学检验

临床

057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基

础检验技术

040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化

学
51 临床化学检验

临床

058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化

学技术

043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微

生物 0
乙仄

J 临床微生物检验

临床

061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微

生物技术

041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免

疫
53 临床免疫检验

临床

059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免

疫技术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
业编码

考试专业
评审

专业

编码

评审专业 执业类别

053 放射医学技术

54 放射医学技术
055 核医学技术

052 病理学技术 56 病理学技术

099 口腔医学技术 57 口腔修复技术

0茌 8 内科护理 58 内科护理 护士

049 外科护理 59 外科护理 护士

050 妇产科护理 60 妇产科护理 护士

051 儿科护理 61 儿科护理 护 士

046 临床药学 65 临床西药药剂学

103 地方病控制

66 流行病学 公共卫生
089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

制

088 传染性疾病控制

084 环境卫生 67 环境卫生 公共卫生

083 职业卫生
68 职业卫生 公共卫生

88 职业卫生技术

087 放射卫生 69 放射卫生 公共卫生

085 营养与食品卫生 70 营养与食品卫生 公共卫生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

业编码
考试专业

评审

专业

编码

评审专业 执业类别

086 学校卫生与儿少卫生 71 儿少/学校卫生 公共卫生

097 病媒生物控制技术 73
病媒生物控制技

术

066 职业病 74 职业病学 临床

096 理化检验技术
77 理化检验技术

108 消毒技术

78 微生物检验技术
095 微生物检验技术

092 卫生毒理 79 卫生毒理 公共卫生

093 妇女保健 80 妇女保健
临床、

公共卫生

09在 儿童保健 81 儿童保健
临床、

公共卫生

091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Q
0

°

O 健康教育 公共卫生

062 卫生管理

9
乙

o
o 卫生技术管理

84 医学信息

109 输血技术
41 输 血 临床

85 输血技术

125 疼痛学 86 疼痛学 临床

056 康复医学治疗技术 87
康复医学治疗技

术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备注说明
考试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执业类别

评审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071 中医内科 中医

Z01 中医心血管内科

Z02 中医呼吸内科

Z03 中医消化内科

Z04 中医肾内科

Z05 中医血液内科

Z06 中医内分泌

Z07 中医风湿免疫内科

Z08 中医神经内科

Z09 中医普通内科

Z27 中医精神病科 含心理疾病

Z28 中医肝病科

Z29 中医结核病科

Z20 中医口腔科

Z26 中医康复医学

072 中医外科 中医

Z10 中医疮疡外科
含中医周围

血管外科

Z11 中医神经外科

Z12 中医普外科 含乳腺外科

Z13 中医心胸外科

Z14 中医泌尿外科

073 中医妇科 中医 Z15 中医妇产科

074 中医儿科 中医 Z16 中医儿科

075 中医眼科 中医 Z18 中医眼科

076 中医骨伤科 中医 Z22 中医骨伤科

077 针灸科 中医 Z2茌 针灸科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各注说明考试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执业类别

评审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078
中医耳鼻喉

科
中医 Z19 中医耳鼻喉科

079 中医皮肤科 中医 Z17 中医皮肤科 含性病

080 中医肛肠科 中医 Z23 中医肛肠科

081 推拿科 中医 Z25 推拿科

082 中药学 其他 Z35 中药药剂

114 中医肿瘤学 中医
1
Ι,

~
Ζ 中医肿瘤科

115
中西医结合

内科

中西医结

合、临床

Z36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

内科

Z37
中西医结合呼吸内

科

Z38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

科

Z39 中西医结合肾内科

Z40
中西医结合血液内

科

Z41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

Z42
中西医结合风湿免

疫内科

Z43
中西医结合神经内

科

Z57 中西医结合肿瘤科

Z59 中西医结合肝病

Z60 中西医结合结核病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备注说明考试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执业类别

评审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116
中西医结合

外科

中西医结

合、临床

Z44
中西医结合周围血

管外科

Z45 中西医结合普外科
含中西医结

合乳腺外科

Z46
中西医结合心胸外

科

Z47
中西医结合泌尿外

科

Z48
中西医结合神经外

科

Z50
中西医结合肛肠外

科

117
中西医结合

妇科

中西医结

合、临床
Z51 中西医结合妇科

118
中西医结合

儿科

中西医结

合、临床
Z52 中西医结合儿科

121 中医护理 执业护士

Z30 中医内科护理

z31 中医外科护理

Z32 中医妇产科护理

Z33 中医儿科护理

Z34 中医五官科护理
注:1。 中西医结合专业还包括 Z49骨外科、Z53眼科、Z54田 腔科、孔5耳
鼻咽喉科、孔6皮肤科 (含性病)和 Z58精神病科 (含心理疾病)。

~ P。 蒙医学专业考试免试,按免试人员程序参加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