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2 — 

附件2 

工程师国际互认有关情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工程师资格在

境外不被认可，造成境外工程建设成本增加、工程工期延长问题

愈发凸显，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程师跨境流动和企业工程项目开

展。加快推动工程师国际互认，已成为服务我国卓越工程师队伍

建设，助力我国企业“走出去”，促进工程人才和服务国际流动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当务之急。 

一、中国科协与中国工程师联合体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科协）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

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

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力量。中国科协由全国学会、协会、研

究会，地方科学技术协会及基层组织组成。 

工程技术人才是科技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3月18

日，在中国科协倡导下，全国学会、地方工程师学会、高校、企

业等82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工程师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

体），旨在促进工程师职业发展和价值实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增进人类福祉。联合体对内提升工程师职业化水平，服务科技经

济融合发展；对外提升工程师国际化水平，推动工程师能力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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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工程领域全球治理。（详见联合体官网http://www.cast-

cse.org.cn） 

二、工程能力评价与工程师国际互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协会同有关部门大力推动我国工程

教育、工程能力国际互认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国际交流。中国科协

于2013年代表我国申请加入国际工程联盟《华盛顿协议》，并于

2016年6月成为正式成员，实现了工程教育本科专业学位互认。

为继续推进与工程教育互认衔接的工程师互认，中国科协成立中

国工程师联合体，负责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工程师工程能力评价体

系，发展具备国际互认条件的工程会员，积极推动与境外工程组

织互认合作。 

联合体授权有关全国学会，在电气工程、土木工程、信息通

信工程等12个领域开展工程能力评价实践，对通过评价的工程技

术人才授予专业或资深工程会员称号并发放证书。工程会员证书

可作为：国际互认的“护照”，证明持证人员已具备国际互认的

能力水平和基本条件，促进其跨境流动；行业认可的“名片”，

证明持证人员能力水平得到行业内权威学术组织的认可，帮助其

提升在行业内的声誉；企业对照的“标尺”，持证人员在跨区域、

跨企业流动时，证书可作为同行企业进行人才评价的“水平尺”，

帮助企业更好地甄别、遴选合适人才。 

目前，联合体已与缅甸工程理事会、新加坡工程师学会、马

来西亚工程师学会、香港工程师学会实现工程师互认。成为联合

http://www.cast-cse.org.cn/
http://www.cast-cse.org.cn/


 — 14 — 

体专业或资深工程会员的工程师，其能力水平将获得上述工程组

织认可，并有机会进一步获得当地执业资格。企业将进一步增强

在境外工程市场的竞争力，降低境外工程项目的实施难度和人员

成本。 

三、服务企业“走出去”实际需求 

为做好2025年工程能力评价工作，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

实际需求，集中资源优先发展海外一线工程师成为具备国际互认

条件的工程会员，联合体构建“企业推荐-委员会初筛-学会评审”

的评价机制，将企业作为主要推荐渠道，同时要求地方工程师学

会和全国学会加强对本地区、本领域企业的宣传调研。 

为此，请有关企业按照推荐条件推荐有互认需求的工程师参

加评价，联合体将集中组织宣讲、咨询、初筛，并及时按申请人

领域分配至各有关全国学会，由各学会按照程序开展评价，要求

总体评价周期不超过6个月。对通过评价在联合体注册的工程会

员，联合体将持续推动落实与境外工程组织签署的互认协议，根

据互认需求将工程会员推荐到对方组织，帮助其获得境外相应工

程师资格或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