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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郑生竹

近期，江苏英才职业技能鉴定有限责任公司被指

乱发职业资格证书，严重扰乱技术技能人才评价市场，

引发舆论热议。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该公司仅有2间

办公室，20多人办公，却开发了1730个职业资格考试

项目，宣称已发证128万张。

被指混淆概念、乱发“山寨证书”

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人事考试中心等机构发布声明称，接群众举报反映英

才公司以“JYPC全国职业资格考试认证中心”名义颁

发“注册职业资格证书”，而该公司及其认证中心并未

在行业主管部门备案，颁发的证书不属于国家认可的

职业资格证书。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财政部会计财

务评价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交

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局等15家行业主管部门也发布声明称，该机

构自行设置的所谓职业资格不属于国家职业资格，颁

发的证书不属于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

英才公司对外宣称是国内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

第三方认证机构。英才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庆运称，公

司每年都会去市场监管部门备案，而申领的营业执照

“一般经营项目”含有职业技能鉴定，没有“许可经营项

目”，因而无需向人社部门备案。

针对王庆运的说法，江苏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说，

市场主体在市场监管局备案不同于行业主管部门的备

案，后者备案是指对其具体经营行为的监管，英才公司

是有意混淆概念。此外，英才公司对外颁发证书的

“JYPC全国职业资格考试认证中心”只是网页，在市场

监管部门和民政部门查询不到登记或备案信息，不是

实体机构。

2021年11月，人社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进行优化调整，发布新版目录，共包

含72项职业资格；并明确了相应实施部门或单位，除

此之外，任何机构或单位不得自行设置实施职业资格

（包括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不得变相开展

资格资质许可和认定，不得自行开展冠以职业资格名

称的相关活动。

“英才公司存在的问题是‘五假一真’，即假机构、假

合作、假宣传、假证书、假资质、真牟利。”江苏省人社厅

相关负责人说，英才公司有意混淆职业资格认证和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的区别，变相开展资格资质许可和认定。

20多人的企业做起上千种证书生意

记者注意到，2011年以来，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和一些媒体曾多次点名曝光英才公司违规开展

职业资格认证。但令人不解的是，这家公司持续经营

至今。

记者近期实地走访发现，英才公司坐落在南京市

新街口商圈的一处写字楼里，仅有2间办公室，20多人

办公。

王庆运说，英才公司1999年注册成立，是行业为

数不多的大型第三方认证机构，已开发1730个职业资

格考试项目，合作单位多时达500余家，涉及全国30个

省区市。

江苏省人社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人社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对职

业名称规范命名，而英才公司所颁发证书的职业名称

很多都是仿冒的，例如“造价师”模仿“造价工程师”。

此外，英才公司还自行编造职业名称，例如“导弹维修

工程师”“部队政治工作师”“警察管理师”“禁毒师”等。

江苏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说，英才公司跨区域、跨

领域开展培训认证以规避监管。该公司在全国多地通

过授权方式开展业务，合作单位中不少是地方职业院

校，且很少在江苏本土开展业务，有意规避属地和人社

部门行业监管。从该公司涉诉的裁判文书看，往往只

能追溯到在外地合作的第三方。

记者了解到，在政府部门备案的合规技能鉴定机

构，考证费用一般不会超过500元，而英才公司收取的

考证费大都在1000元以上，有的高达上万元。公司对

外宣称已发证128万张，即便按平均每张1000元计

算，收入也近13亿元。

江苏省人社厅调查发现，英才公司还存在未经考

试培训直接卖证行为。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正在对英才公司

相关问题开展调查。

对“山寨证书”加大整治力度

今年3月，人社部发文称，近段时间以来，一些机

构和单位以新职业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等名义随

意举办培训、评价、发证活动，乱收费、滥发证；一些机

构和单位虚假或夸大宣传，甚至假冒权威机构名义组

织培训、评价、颁发证书等，社会对此反映强烈。人社

部正在对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进行专项治理。

江苏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认为，应加强政策宣传

引导，防止假消息、假证书误导群众。应该明确培训考

证的正规途径和查证渠道，公开发布、动态调整考培机

构名单。

业内人士建议，江苏省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主体

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加大打击力度。对违规的考培机

构纳入信用管理、实施“黑名单”制，多部门联合惩戒。

同时，完善法律法规，减少监管漏洞，明确未备案的考

核鉴定机构有何法律责任，以及注册的网页、网名能否

开展民事活动等。

一家企业竟颁出“导弹维修工程师”等上千种资格证书

申请阅卷被拒 索赔搁置

陈涛是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的原告诉

讼代理人。2021年7月，因家属徐某某在交通事故中

死亡，钱某某、付某某委托陈涛为诉讼代理人，负责

一切索赔事宜。在向肇事方林某某的保险公司申请理

赔时，由于保险公司要求必须提供被害人的尸检报告

及尸检照片，陈涛依法向办案机关申请调取尸检报告

及照片。然而，办案机关虽然同意陈涛复印尸检报告

正文，却以尸检照片是内部材料为由，拒绝提供。

因为拿不到尸检照片，保险公司拒绝理赔，赔偿

一事便被搁置下来。2021年9月10日，龙游县检察

院第六检察部负责人汤晓庆带队到律所走访，陈涛向

其反映了自己依法申请阅卷受阻的情况。检察院当即

对该线索启动调查程序。

“尸检照片涉及理赔与否，对当事人来说是关键

性材料。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刑

事案件被害人及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律师担任

诉讼代理人的，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

承办检察官雷燕萍表示，尸检照片作尸检报告的附

件，是尸检报告的组成部分，侦查机关无正当理由拒

绝提供尸检照片，侵犯了律师的阅卷权。

2021年9月14日，检察院调查核实后依法向办

案机关提出明确纠正意见，要求办案机关依法提供尸

检照片，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很快，办案机关落实了

纠正意见，安排民警协助律师调取相关照片。陈涛的

当事人最终顺利拿到了保险理赔。

此外，由于部分保险公司有关于保险理赔应当提

供尸检报告（包括尸检照片）的刚性规定，为便于被

害人行使赔偿权利，检察院与办案机关沟通，建议司

法鉴定中心在将尸检报告提供给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同

时，将尸检报告的附件尸检照片等同时移送给被害人

及其亲属。

调查取证受阻 案件败诉

除了陈涛外，律师汪婷（化名）也表示自己曾经

携带律师执业证书、律所公函、授权委托书及法院调

查令，前往办案机关调取案件关键性影像资料时遭到

拒绝，最终导致案件败诉。

“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无法通过正常的

调查取证途径自行调查取证，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

取证。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有

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雷燕萍表示，调查取证权

是法律赋予律师的诉讼权利，更是法院依法公正行使

公权力的体现。对于律师持人民法院调查令向办案机

关调查取证，办案机关拒绝的，人民检察院有权依

法进行监督、提出纠正意见，切实保障律师的执业

权利。

调查核实后，龙游县检察院依法向办案机关发出

纠正通知书，要求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调查取证的违

法行为及时进行纠正和整改，确保律师依法调取该份

影像资料。

数据碰撞 推动类案监督

“这两起案件让我们意识到‘侵犯律师执业权

利’或许不是偶发的个案。”汤晓庆表示。

为此，龙游县检察院根据个案中的共性和特性，

提取了“阻碍知情权、会见权、阅卷权”等要素构建

监督场景，通过检察业务应用系统抓取近两年的办案

数据进行排查，又发现17起刑事案件中侵犯律师知

情权、辩护权等违法线索。根据侵犯的权利类型，检

察院向办案机关发出5份《纠正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

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通知书》，最终这些违法行为全

部得以纠正，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

“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贯穿整个诉讼过程，而检察

院只掌握刑事案件信息，仅检察系统的数据碰撞有所

局限。更多诉讼活动中的律师权利保障还需保持良好

的信息互通机制。”汤晓庆介绍，为了从制度上全面

保障律师各项执业权利，检察院牵头，与县司法局

联合出台了《检律定期会商工作办法（试行）》，并

采取定期登门征谏、调查问卷、座谈会等形式，切

实解决律师执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构建良

性互动的新型检律关系。此次问卷调查，便是继此

前的刑事案件专项排查之后，专门针对审判环节的

排摸调查，可将监督延伸至民事、行政等更多诉讼活

动当中。

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被侵犯怎么办？
龙游检察数字监督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严晨

“请问定期宣判前您是否收到法院出庭通知？宣判活动中影响律师执业权利行使的主要问题是什

么？”近日，龙游县某律所收到了来自县检察院关于“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问卷调查。看到检察院又一次

对阻碍律师执业权利的情况进行调查，律师陈涛（化名）认真写下答案。半年前，陈涛和同行们在执业过

程中就遇到了执业权利受阻的情况，最后在检察院监督下，保障了自己的执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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