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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大数据
挂证取酬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大数据筛查

技术，可以让挂证取酬现象现形，确保“人证合
一”。

2019 年 9 月 24 日，人社部发布 《关于建立全
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指导意见》，要
求在2022年底前，“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平台全面建成”。截至今年 6 月，已有包括江
西、山西、广东等 23 个省份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切换到全国统筹信息系统。

江 西 省 住 建 厅 建 筑 监 管 处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2021 年以来，江西住建部门与人社部门合
作，通过社保数据比对筛查线索，同时把挂证与
企业信用评分挂钩，运用于招投标。

“一旦发现有重复交社保等异常信息的人
员，会先将其列入证书注册异常状态。公示结束
后，如果无人提出异议，就按规定程序予以处
理，撤销证书。”江西省住建厅建筑监管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

在这些举措影响下，从2021年9月到2022年
5月不足一年时间里，江西全省有10655人主动注
销二级建造师证书。自 2022 年 1 月 4 日至 7 月 8
日，江西省住建厅相继披露285起二级建造师违规
挂证案例，震慑挂证取酬行为。

不仅江西，近年来，四川、浙江等多地也发
力整治挂证行为。

据 中 央 纪 委 国 家 监 委 网 站 信 息 ，2020 年 6
月，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住建局借助省住房城乡建
设行业大数据平台，初步筛选出涉嫌挂证者 763
人，通过内部台账对比，向纪委监委移交存疑公职
人员 240 人，县纪委监委会同县委组织部、县委编
办、县人社局进一步复核复审，最终对公职人员违
规挂证、兼职取酬问题立案审查调查19件19人。

2022 年以来，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纪委监委
也利用大数据，筛查比对全区公职人员社保缴
纳、发证等数据，有效提高了监管质量和工作
效率。

江西省住建厅建筑监管处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江西查处挂证行为涉及的企业多为在本省注册
企业，在江西的外省建筑企业有七八千家。因外
省建筑企业的证书注册和人员社保数据不在省
内，难以充分借力大数据技术，建议推进全国二
级建造师注册数据共享、联合整治，进一步规范
行业秩序。

整治违规挂证，从何处发力？
黑中介推波助澜

多 位 受 访 业 内 人 士 告 诉 记
者，二级建造师挂证行为扰乱了建
筑市场秩序，增加了企业负担，不
利于施工现场管理。记者调研发
现，建筑工程领域挂证现象之所以
发生，除了持证人的参与，一些牵
桥搭线的黑中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根据《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
行规定》，报名参加二级建造师执
业资格考试，需具备工程类或工程
经济类中等专科以上学历并从事建
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2年。

按照这一规定，一些人并不符
合考证条件。记者致电南昌多家中
介了解到，如果考生专业和工作年
限都不满足条件，他们可以代为报
名，费用在 1600 元左右，考生只
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和照片。

此外，由于二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考试由各省份组织实施，要求不
尽相同。部分中介表示，可以通过
两种方式规避风险。一是到外省考
试，二是函授一年制中专取得工程
类专业资格。

江西南昌一家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一位吕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
己考前可以拿到“料”。如果想考
试包过，多交四五万元就可搞定。

而另一家中介机构向记者透
露，他们有专门的“绿色通关定向
取证班”，考前一周提供绝密押题
卷，确保一次性通过考试拿证。

一些不法中介机构表示，考完
证还可以推荐合作的企业挂证，用
于企业招投标、资质升级等。北京
一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一位王姓工
作人员声称：“这个证书含金量很
高，每年挂靠可挣两三万元。”

对此，受访人士建议进一步延
伸监管触角，清理整顿参与违规挂
证 的 黑 中 介 ， 提 高 违 法 违 规 成
本，斩断挂证背后的利益链条。

2022年7月8日，江西省住建厅网站披
露，曾某某因在丰城市公安局工作期间违规将
二级建造师证书注册在江西世鼎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存在以欺骗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行
为，被依法撤销二级建造师注册许可。

证书挂靠俗称“挂证”，指个人将自己的
资质证书挂靠到非供职企业名下，以获取报酬
的行为，被我国多项法律法规明令禁止。这一
问题不是仅仅存在于某一地，而是建筑行业痼
疾之一。

二级建造师是建筑类的一种执业资格，设
立目的在于提高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专
业技术人员素质，规范施工管理行为，保证工
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违法违规出借资质给
不具备资格的人实施项目管理，不仅违背执业
规范和诚信原则，扰乱相关行业的市场秩
序，还给建筑工程项目监管和质量安全带来隐
患，甚至可能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022年8月1日，江西省住建厅发出通
知，在全省开展二级建造师挂证行为起底整
治，要求8月 10日前，二级建造师注册人
员、相关单位开展自查自纠。

为杜绝违规挂证行为，接受专访的业内人
士和专家学者建议，推进全国二级建造师注册
数据共享、联合整治；延伸监管触角，清理整
顿参与违规挂证的黑中介，提高违法违规成
本；同时，加大行业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减少
企业对资格证书的依赖。

培养专业人才
2021年以来，江西省住建厅对

建筑企业开展资质核查，发现部分
企业的建造师人员不满足资质要
求，撤回了38家企业施工承包资质。

江西省住建厅建筑监管处相关
负责人说，随意出借资质给不具备
资格的人实施项目管理，难以保障
工程质量。而深层原因，则在于随
着建筑业发展迅速，二级建造师市
场存在人才缺口。

一方面，持证二级建造师供不
应求。江西省住建厅建筑监管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江西省内共有总承
包 企 业 1.1 万 家 ， 企 业 资 质 申
报、项目施工、招投标都需要二级
建造师。从全省看，至少需要 10
万名二级建造师，市场人才短缺。

另一方面，企业买证成本低于
用人成本。多家建筑企业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企业培养一名二级建造
师一般要有三年项目工地经验，年
薪至少12万元，而买证每年只需2
万～3万元。

对此，受访人士建议加大行业
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减少企业对资
格证书的依赖，对症下药治理挂证
取酬行为。比如，清理与企业资质
相关的行政许可事项，进一步降低
资格门槛，降低企业资质与人员资
格之间的关联度等。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