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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呼吸深呼吸

新观察

核心提示：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手持众多职业

资格证书，不用上班，却通过“出租”证

书，年收入可增加数万元。一级建造

师、注册岩土工程师、爆破工程师⋯⋯

各种资格证书都被明码标价。一头是

手持证书的挂证族，另一头是渴求证书

的企业，巨大的“挂证”商机，吸引许多

培训、中介机构加入，逐渐形成一条利

益链。其间，也不乏违法乱象。

■■ 专家观点专家观点

一周网事一周网事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宋雅芳：证件挂靠的监管涉及很多部门，关键看相关
法规是怎么规定的，监管部门才能依法行政，否则很难说这属于行政不作为。
另外，网上如果只是挂出信息，没有形成真正的交易，很难说是违法。事实上
在这个领域，信息往往是公开的，而交易是私下进行的，监管部门发现线索容
易，追踪查处很难，所以治理证件挂靠，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和加强监管。

出借资质，一本万利——

挂证族：黑色淘金者
本报记者 沈吟本报记者 沈吟

关键词：整治会所

11月 1日，住建部等十部委出
台施行《关于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
等公共资源中设立私人会所的暂行
规定》。但有媒体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规定出台后，位于北京市中心故
宫附近的嵩祝寺及智珠寺，仍然内
设豪华餐饮、住宿服务，部分区域甚
至成为只对少部分人开放，可以烧
香、“坐龙椅”的私人化高档消费场
所。

网友周兴发——反腐要像扫楼
梯垃圾一样逐级清理，看谁还敢“躲
猫猫”？

网友向左走向右走——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必须严查严打。

关键词：突击花钱

财政部近日发布的财政收支数
据显示，今年前 11个月，全国各级
财政支出 12.6万亿元，仅完成全年
预算82.5%。这意味着12月需要完
成近2.7万亿元的财政支出，有关人
士担心，年底又将出现“突击花钱”
现象。

网友青春常在——刹住“突击
花钱”风，上级部门要强起来，制度
纪律要摆出来，监管举措要硬起来，
领导干部要站出来。

网友燕山之石——年底“突击
花钱”，有奢侈浪费因素，但也存在
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关键词：官员参赌

近日，中纪委官网发布头条新
闻《中央纪委通报六起党员干部参
赌涉赌问题》，点名通报了6名参赌
涉赌的官员。对于官员的参赌涉赌
问题，此前中纪委官网通报时，一般

“归纳”在各地违反“八项规定”典型
问题中。而将各地查处的官员参赌
涉赌问题归结一处，统一发布，还是
近年来第一次。

网友大失落者——餐前赌一
把，餐后唱一下，唱后洗一下，洗后
按摩下，一些官员的“必修课”该叫
停了。

网友淘气皮特——涉赌极可能
暗藏贪污腐败，严打严惩绝不能怠
慢。

最近，国家五部门联合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
理 服 务 工 作 的 通 知》，明 确 将 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流动人员人
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
费、档案转递费等内容，要求各地将
相关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人事档案关系你我他，要求取
消一系列档案管理费用的呼声并不
是现在才有。早在 2012 年发布的

《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
准的通知》，就提出档案保管费“3
年后自动取消”。这次提前取消，应
该说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档案管理
部门服务质量的提升。

档案管理是服务就业人员的一
项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公平公正的
一种具体体现。新华网曾报道，近
年来，全国每年高校毕业生超过
700 万人，除国家机关公务员、部分
退役军人、部分残疾人、失业者，按
规定，其余人都需要缴纳档案保管
费，且每人每年需缴费上百元。有
专家表示，档案托管群体中，公务员
享受免费，国企职工由单位付费，而
流动人员则要向档案管理机构付
费。有工作和收入稳定的人可以享
受免费，没有固定工作的困难群体，
反而自己付费，难免让人觉得有失
公平。而对于地方发展来讲，这种
不公平，更有可能成为人才引进的
壁垒和不稳定因素。

如今，随着各地流动人员增多，
档案管理工作量逐渐增加。如何让
流动人员享受到同等待遇，让人才
感受到诚意？取消收费只是第一
步。更应该让档案管理晒在阳光
下，接受大众监督。其实不仅是档
案部门，各部门都应该以人为本，把
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制定和执行
新举措时，多替群众着想，多接受社
会监督。

档案管理，
以人为本
档案管理，
以人为本

一份热门证书的含金量有
多高？

网上流传的一份 2014年上
半年挂证行情显示：一级建造师

（市政公用工程）每年 6万元；一
级注册建筑师每年 8万元；一级
注册结构工程师，每年7.5万元；
注册岩土工程师每年 11 万元
⋯⋯各类证书挂靠价格伴随供
需变化波动。而价格最高的注
册电气工程师（发输变电专业）
证书，平均挂靠费用可达每年21
万元。

不干活，轻轻松松就有大把
银子入账，“挂证”对证书拥有者
来说诱惑极大。

“本人家住河北保定，有工
作，只是想挂证不到岗。初级职
称，学历化工工艺大专，经济学
本科，想找可靠企业挂靠。”“初
始注册 2014年二级建造师 （建
筑工程），挂证不挂章不交社保，
寻企业。”“转注册、合同到期，可
立马变更，有本省安全 B 证，可
挂资质、年检。优秀企业可考虑
挂项目。”“一级建造师证书在
手，只挂资质，不挂新办资质单

位 ，两 年 9.5 万 元 ，一 次 付
清。”⋯⋯

在网上，各路持证人广发
“英雄帖”，为自己的证书寻找挂
靠对象。而不少企业也大肆公
开对证书的渴求：某地基基础公
司需要“岩土工程师”证，某水利
水土保持管理站需要“给排水工
程师”证，某工程造价咨询公司
需要“造价工程师”证，某建筑安
装公司需要“电器工程师”证，某
园林绿化公司需要“园林绿化工
程师”证⋯⋯

记者在网上搜索“挂证”、
“挂靠证书”等关键词，一条条挂
证信息和一个个挂证网站、供“挂
证族”交流经验的论坛等纷纷映
入眼帘。在QQ群里搜索，全国
各地带有挂证、挂靠字样的讨论
群则多达上千个。浙江绍兴建
造师挂证群、全国建造师挂证群
⋯⋯一个个QQ群里讨论热烈，
交流挂证经验，人数少的二三十
人，多的达近千人。

记者发现，执业资格证书
“挂靠”热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经
济利益链。

企业为何需要如此多的资
格证，甚至不惜付出动辄十余万
元的资金？答案很简单：为申请
或提升相关资质。因为企业资
质不同，允许承包的工程项目规
模也大不一样。比如企业想要
承建一级资质的建筑工程，就必
须达到一级资质项目经理不少
于12人等标准。

某些企业既想升级资质，又
不愿雇佣人才怎么办？有人动
起了证书的脑筋。每年支付十
余万元乃至上百万元挂证费用，
利 用 挂 靠 的 证 书 顺 利 提 升 资
质。虽然乍一看挂证费用不菲，
但相比企业拿到工程后的收益，
这依然是稳赚不赔。

一边是企业愿意花钱“租
证”，一边是持证人乐得“挂证”
收钱。你情我愿，不亦乐乎。而
红红火火的挂证交易，也让从事
中介服务的机构赚了个盆满钵
满。一家挂证网站的客服表示，
他所在的中介机构只向用证单
位收费，具体看用证单位所需证
书品类和数量而定，费用从上千
元到上万元不等。

深挖：火爆背后有隐情

对 28岁的余快（化名）来说，
最新考取的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证意义不一般：每年至少可多收
入 1.2万元。而他很快就有了一
个新头衔——“挂证族”。

当下，像余快一样的“挂证族”
越来越多。原本旨在规范从业秩
序的资格证书，一时间成为不劳而
获的“敲门砖”。这背后，又存在哪
些隐患？记者对此展开深入调查。

4 年多前，余快毕业于沪上
某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之后回
到浙江，进入杭州一家建筑工程
监理公司工作。

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时，有同学
建议他去考几本专业证：“一来可
以提升自身竞争力，二来还可以额
外增加收入。”余快觉得很有道理，
立刻报名参加监理工程师执业资
格考试，工作之余捧起复习资料研
读。

今年 5 月，他参加考试并顺
利通过。“一证走天下，不挂白不
挂。”抱着这种想法，他开始上网
寻找合适的公司，准备将注册监
理工程师证书挂靠出去。

所谓“挂证”，就是把执业资
格证书“租借”给有需要的单位注
册，对方给予一定的报酬，但持证
者本人并不在该单位工作。

余快发现，网上有证书需求
的公司不在少数，经过几番沟通
联系，他选择了杭州一家工程建
设监理公司，对方开出每年1.2万
元的“挂证”价格。这个开价并不
高，不过对方暗示他，如果愿意

“挂工程”，收入可以翻番。余快
迟疑一下，拒绝了“挂工程”的提
议。“初始注册还是稳妥点好，安
全第一。如果‘挂工程’出了问
题，要担责任的。”余快谨慎地说。

在我国，执业资格证书为数
不少，但“挂证族”一般以建筑行
业的证书挂靠为主。其中主要的
原因是，建筑行业的企业专业资

质认证体系和个人职业资格牢牢
“捆绑”。不同的资质，需要配备
不同的注册人员数量。

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资
质标准为例，资质分为特级、一
级、二级和三级。一级资质标准
要求企业主要人员中，建筑工程、
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合
计不少于12人，其中建筑工程专
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9 人。
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
工程施工技术管理经历，且具有
结构专业高级职称；建筑工程相
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
30 人，且结构、给排水、暖通、电
气等专业齐全。持有岗位证书的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不少于50人，
且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机械
员、造价员、劳务员等人员齐全。
经考核或培训合格的中级工以上
技术工人不少于150人。

人员数量的硬杠杠，导致企
业对专业人员证书的需求激增。
可另一方面，建筑设计类证书专
业性较强，考取难度相对较大。
面对人才缺口，不少企业为保级
或提升资质，只好花钱“借用”个
人执业资格证。除建筑行业外，
设计、监理、招标、资产评估、工程
咨询等行业，“挂证”已然成为公
开的秘密。

乱象：出租证书赚外快

事实上，证书挂靠可能“挂”
出诸多风险。

上海市“莲花河畔景苑”的
“楼脆脆”案曾轰动一时。当时，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陆卫
英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3 年。虽然挂着项目经
理的头衔，但陆卫英实际没有从
事相应管理工作，导致施工隐患
没有被及时发现、制止。法院认
为，陆卫英对倒楼事故的发生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深陷牢狱之灾的陆卫英，对
当初的证书挂靠后悔不已。

这并不是个例。对持证人
来说，“挂证”的收益背后隐藏巨
大的风险。法律人士表示，我国
法律禁止将国家颁发的执业资
质转授他人。授权企业使用相
关资质后，可能派原本并不具备
该资质的人员从事特殊行业，从
而引发一些涉及公共安全的事
故。而当事故发生时，不仅企业
方要承担责任，作为“租”证的个
人，也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对公众来说，“挂证”的存在
纵容了不合资质企业的存在，加
大了工程质量的隐患。我国《建
筑法》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专
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
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
书 许 可 的 范 围 内 从 事 建 筑 活
动。“持证上岗”是国家的硬性要
求。而对“持证上岗”人员数量
的要求，则是对公司的准入门
槛。可是，虚假的“挂证”让某些
公司轻易绕过准入门槛，大量专
业人员和专业机构脱离的怪象，
既欺骗了公众，也深深地埋下安
全隐患。

为 规 避 风 险 ，很 多“ 挂 证
族”选择“挂证不挂章”，不参与
投标、不挂项目、不参与审图，
证书仅用于企业升级资质或保
级。但这样就彻底安全了吗？
有关人士认为：未必。因为按
照法律规定，出租、出借或以其
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注
册证书和执业印章，都是违反
行政法规的行为，持证者将面

临行政处罚，严重情况会被吊
销证书。

专家指出，企业通过跟“挂
证族”签协议，购买社保，制造出
其在公司注册的假象。由于社
保没有全国联网，让不少企业在

“借用”证书时，仍存在操作可能
性。而企业和个人间的私下协
议，监管部门也难以清查。如果
持证人与证书挂靠单位出现争
议而造成证书无法转出，会直接
导致持证人不能正常执业，而这
种情形引发的争议不属于劳动
争议受理范围，申请人也不能寻
求劳动法律保护。

有关专家表示，对“挂证”现
象，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对
企业或单位所提供各种证书的
审查力度，加大企业违规成本，
严厉处罚个人、中介“出租”证书
行为，以遏制这一灰色利益链；
另一方面，持证人也应爱惜自己
的羽翼，提高法律意识，有关部
门必要时可建立年检制度，遏制
执业资格证书滥用。

忧虑：人证分离多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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