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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食品工程高技能人才贯通申报职称

评价标准条件（试行）

第一章 适用范围

一、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在广东省食品工程领域一线岗位，从

事技术技能工作，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作出贡献的在职在岗

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

二、申报人从事技术技能工作专业应与申报的职称专业相同

或相近，符合《食品工程职称专业对应技能类职业（工种）指导

目录》（附录 1）中职称专业与技能类职业（工种）的对应关系。

三、食品工程领域设置食品工艺工程、食品安全工程和食品

营养工程等三个专业（下称“本专业”）。

食品工艺工程专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含谷物磨制、饲料加工、

植物油加工、制糖、屠宰及肉类加工、水产品加工、蔬菜、菌类、

水果和坚果加工、其他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含焙烤食品制

造、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方便食品制造、乳制品制造、罐头

食品制造、调味品和发酵制品制造、其他食品制造），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烟草制造，粮食储藏，饮用水及食品工业用水处理，

食品设备，食品包装，食品工艺知识普及等技术岗位。

食品安全工程专业包括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食品法规

与标准化、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食品分析检测（含理化分析、

仪器分析、微生物检测）、食品相关产品安全性、食品质量与安

全知识普及等技术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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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营养工程专业包括食品营养设计与评价（含膳食营养调

查与设计、营养指导、营养配餐、营养健康知识普及）、特殊食

品研发与生产（含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疗用途食

品）、餐饮食品加工等技术岗位。

以上专业设置可根据科技发展和工程技术工作实际变化和

需要进行合理调整。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

律法规、规章以及单位制度。

二、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敬业精神，作风端正。

三、身心健康，具备从事本专业技术技能工作的身体条件。

四、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统一要求。确需评价外

语和计算机水平的，由用人单位或评委会自主确定。

五、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完成继续教育学习任务。

六、在现工作岗位上近 3年年度考核合格。

第三章 评价条件

食品工程领域高技能人才按照取得的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等级可分别申报本专业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的职称

评审。

高技能人才申报各等级职称，除必须达到上述基本条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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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分别具备下列条件：

一、助理工程师

（一）资历条件。

取得食品类高级工（三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

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2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技能技艺较为熟练，

具备参与完成本专业工程技术领域一般性工作的能力，能处理本

专业一般性技术问题。从事本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期间，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

1.参加完成本单位的科学研究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 1项以上。

2.参加完成本专业小型工程项目的设计、安装调试等工作 1

项以上。

3.参加完成本单位的产品工艺优化、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等

工作 1项以上。

4.具备一定的技术技能水平，为相关岗位人员培训传授本专

业技术技能。

（三）业绩成果条件。

从事本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二项以上：

1.参与完成食品工艺设计、工艺优化或创新，新产品开发、

新技术应用，工程施工、调试、运行维护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提

升工作。

2.参与完成产品、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工作手册或食品安

全和质量管理制度的制定，并在本单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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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加处理食品安全技术或管理中出现的较复杂问题 1项以

上，并取得较好效果。

4.参加市级以上本专业相关职业技能竞赛，并取得获奖证

书。

5.参与的项目获省级以上行业推荐的优秀新产品或科学技

术奖等奖项。

6.省级以上行业推荐的名牌产品、特色食品或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项目的参加人员。

三、工程师

（一）资历条件。

取得食品类技师（二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

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3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本专业技术技能知识，熟悉本专业技术

标准和规程，了解本专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取得有实用价值的技术成果；对中国传统饮食文

化，尤其广东食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技能技艺水平较高，能独

立承担或作为技术骨干参与完成较复杂工艺设计、工艺改进项目，

解决本专业较复杂的工艺技术问题；能指导和培训高级工。

从事本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二项以上：

1.取得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内审员资格（以证书为

准），参加本单位体系建设。

2.参与传统食品、餐饮菜品制作技艺推广、工艺创新和工业

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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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完成本专业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

研究开发。

4.作为技术骨干完成本单位 2项以上生产技术改造、工艺优

化或成果转化工作。

5.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完成企业标准、技术规范、工作手册、

工程设计方案或管理规定的编写。

（三）业绩成果条件。

从事本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二项以上：

1.本专业市（厅）级以上或省级以上食品行业的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排名前五，二等奖以上不限排名）、工程技术创新成果、

优秀新产品等获奖项目的完成人；或本人被评为省级以上食品行

业科技创新先进工作者。

2.作为参加人员完成市（厅）级以上产品开发、工艺设计、

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或成果推广等技术项目，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或社会效益。

3.参加 1项以上市（厅）级主管部门或省级食品行业组织组

织的制定或修改本专业技术规程、规范、标准等起草工作。

4.作为 2项省级以上推荐的食品行业名牌产品、特色食品等

项目或 1项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参加人员。

5.参加市（厅）级以上或省级以上食品类行业组织组织的食

品行业相关职业技能竞赛并取得荣誉称号（以获奖证书为准）。

6.获得县（区）以上技能人才表彰（以表彰公告或获奖证书

为准）。

7.作为技术骨干参加 1项以上大型工程项目设计，或担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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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以上中型工程项目设计，任务完成情况良好。

8.作为技术骨干解决了本单位 1项以上较复杂的工艺技术问

题，实现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或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技术服务

水平的提升，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或促进了节能降

耗，降低本单位运营成本。

9.取得本专业 1件以上发明专利（发明人）或实用新型专利

（排名前三）授权，且相关专利产品已上市或相关专利技术已应

用推广。

（四）学术成果条件。

从事本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期间，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作为主要撰写人参与编写或修订已发布或出版发行的本

专业有关技术规范、规程、标准或教材、技术手册等；

2.在公开出版的专业刊物上发表 2篇与本专业有关的论文

（独撰或第一作者）；

3.在公开出版的本专业相关刊物上发表 2篇与本专业有关的

科普文章（独撰或第一作者）；

4.作为主要起草人撰写 2篇（册）体现其技术能力的工作报

告、技术工艺改进方案、编制的操作手册或解决工作难题的案例

报告，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或实用性，并得到单位主要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或 2名本专业高级职称人员的推荐。

四、高级工程师

（一）资历条件。

1.取得食品类高级技师（一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

从事相应专业技术技能工作满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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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格申报条件：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的选手，

获得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省部级表彰，或取得

广东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优秀高技能人才，可申报本专业高级

工程师及以下等级职称。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系统掌握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熟悉中国传统饮食

文化，尤其广东食文化，技能技艺水平高，能主持或作为技术骨

干完成较复杂工艺设计、工艺改进项目，解决本专业较复杂的工

艺技术问题；具有跟踪本专业科技发展前沿水平的能力，熟练运

用本专业标准和规程，在相关领域取得重要成果；能指导和培训

本专业技师。

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二项以上：

1.作为诚信小组成员，参与组织本单位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

理体系建设通过评价。

2.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参与传统食品、餐饮菜品制作技艺推

广、工艺创新和工业化生产，或参与“粤菜师傅工程”等有关项

目，积极开展传技带徒工作。

2.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或技术骨干，参加 1项省、部级以上

或市级 2项以上科研项目、新产品研究开发的全过程。

3.作为主持或技术骨干，完成 1项以上本行业难度较高、较

复杂的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4. 作为技术负责人，承担 1项以上大型工程项目设计、2项

以上中型工程项目设计或 2项以上大型工程分项目的设计。

5.在本专业生产、技术、质量管理活动，或新产品、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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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主持或作为技术骨干解决关键问题。

（三）业绩成果条件。

任现职期间，应符合下列条件三项以上：

1.获得国家一或二类技能竞赛金、银、铜牌或一等、二等、

三等奖的选手或教练，获得省级一类竞赛金牌或一等奖的选手或

教练，获得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或获得省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前

五名；或享受省级以上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或作为优秀

高技能人才获得市（厅）级表彰。

2.取得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评价员资格，参与食品企

业体系建设评价。

3.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完成 2项以上新产品开发，并被推荐为

省级食品行业优秀新产品，列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的《广东

消费品供给指南》；或 1 项以上科技创新成果获省级以上食品行

业科学技术奖、优秀设计或优质工程等专项奖（特、一等奖排名

前 5，二等奖排名前 3）；本人获省级以上食品行业科技创新发展

先进个人。

4.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完成 1项市（厅）级以上食品行业重大

科技项目，或 1项以上食品行业重点引进项目成果转化，有较大

的创新性，并通过市（厅）级主管部门以上或省级以上食品行业

组织的评价。

5.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完成 1项国家、行业、地方或省级以上

团体标准、技术规范等制（修）订，且发布实施；或作为主要参

加人员参加了公开出版的教材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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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被认定为食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项目省级传承人，或

担任省级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主持人。

7.主持或作为技术骨干解决了本单位 2项以上复杂的工艺技

术问题，使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或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技术服务

水平明显提升，或促进了节能降耗，有效降低本单位运营成本。

8.作为主要参加人员策划组织本专业相关中型以上（200 人

以上）技术交流活动（研讨会、论坛等）；或出席本专业中型以

上技术交流活动，并发表专题演讲。

9.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产品生产管理和质量提升工作，有 2项

以上产品被推荐为省级食品行业名牌产品或特色食品。

10.作为技术骨干参与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或应用新方

法、新材料等项目 1项以上，经省级以上食品行业组织专家评价，

确认取得较好的经济或社会效益，技术创新性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11.作为主要发明人，获得本专业 1 件以上发明专利或 3 件

以上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相关专利技术已应用推广，并取得较好

的社会或经济效益。

（四）学术成果条件。

任现职期间，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本专业期刊公开发表论文 2篇以上（独撰或第一作者）；

2.在本行业相关刊物上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科普文章 2

篇以上（独撰或第一作者）；

3.作为主持人或主要参加人编写或修订 2项已公布或出版发

行的本专业相关技术规范、规程、标准、教材、技术手册；

4.作为主要起草人撰写 2篇（册）体现其技术能力的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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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工艺技术改进方案、操作手册或解决工作难题的案例报告，

学术水平高、实用性强，并得到单位主要负责人或 2名本专业高

级职称人员的推荐。

五、正高级工程师

（一）资历条件。

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选手的指导专家、教练，获得

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南粤技术能手荣誉称号，担任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享受省级以上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高技

能人才，可破格申报本专业正高级工程师及以下级别的职称。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具有全面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技能技艺水平高

超，代表本行业最高层次的技艺技能水平，在本行业内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面掌握本专业国内外前沿发展动态，能解

决本专业的重大疑难问题，掌握本专业关键技术，在本专业相关

领域取得关键技术突或创新性研究成果；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

尤其广东食文化有深入研究；能指导和培训本专业高级技师。

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二项以上：

1.主持或作为专家开展传统食品、餐饮菜品制作技艺推广、

工艺创新和工业化生产，或实施“粤菜师傅工程”等相关项目，

在本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育工作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2.主持完成本专业重大技术项目、大型工程设计和建设项目

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3.主持行业工法、操作法、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制定，或

作为主要人员提供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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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得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评价员资格；指导食

品工业企业建立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并通过评价。

5.主持开展本单位产品研发、工艺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水平

提升和食品安全管控等“三品”专项行动，也能对同行“三品”

专项行动项目进行评价和指导，提出建设性意见。

（三）业绩成果条件。

任现职期间，符合以下条件三项以上：

1.获得世界、国家一或二类技能竞赛金、银、铜牌或一等、

二、三等奖的选手或教练，获得国家技术能手称号或取得国家级

职业技能竞赛前五名成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

或作为优秀高技能人才，受到省部级表彰。

2.作为技术负责人或技术骨干，完成本专业领域科技项目，

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3.主持完成 3项以上新产品开发并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的《广东消费品供给指南》上公布；或 2项以上科技创新成果获

省级以上食品行业科学技术奖、优秀设计或优质工程等专项奖

（特、一等奖排名前 5，二等奖排名前 3）；本人获省级以上食品

行业科技创新卓越领导者。

4.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完成 1项省（部）级以上食品行

业重大科技项目；或完成 1项以上食品行业重点引进项目成果转

化，创新性显著，并通过市（厅）级以上或省级以上食品行业组

织组织的评价。

5.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完成本专业 2项以上国家、行业、

地方标准或省级以上团体标准、技术规范的制（修）订并发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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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或公开出版的教材编写。

6.主持或作为主要起草人员完成 1项以上省（部）级行业发

展规划或纲要的编制，且相关规划或纲要已发布实施。

7.主持或作为技术骨干开展产品生产管理和质量提升工作，

有 2 项以上产品被推荐为省级以上食品行业名牌产品或特色食

品。

8.主持解决了本单位 2项以上复杂的工艺技术问题，使生产

效率、产品质量或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技术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

升，社会或经济效益显著；或促进了节能降耗，明显降低本单位

运营成本。

9.担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项目传承人或技能大师

工作室负责人，作为该领域技艺技能最高水平的代表人。

10.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策划组织本专业相关大型

（400 人以上）技术交流活动（研讨会、论坛等）的，或出席本

专业大型技术交流活动，并发表专题演讲。

11.作为主要发明人，获得本专业 2件以上授权发明专利，

经省级以上食品行业组织组织的专家评价，确认具有显著经济或

社会效益。

12.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完成 2 项以上本专业新产品、

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研制开发并已投入生产应用，经省级

以上食品行业组织组织的专家评价，确认技术创新性处于国内领

先或以上水平。

13.主持或作为主要撰写人完成本专业重点研究项目或科技

项目技术报告，经省级以上食品行业组织组织的专家评价，工艺

技术论证有深度，研究过程（包括调研、设计、测试等）数据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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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准确，处于国内领先或以上水平。

（四）学术成果条件。

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后或任现职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出版与本专业相关的专著（包括科普）1 部（独著），文

字量达 5万字以上。

2.出版与本行业相关的著作 1部（合著或合译）及在本专业

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1篇以上（独撰或第一作者）或在本行业公开

发行的刊物上发表高水平的科普文章 1篇以上。

3.在本专业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篇以上（独撰或第一作者），

或在本专业公开发行刊物发表本专业科普文章 2篇以上（独撰或

第一作者）。

4.作为主要起草人撰写 2篇（册）体现其技术能力的工作报

告、技术工艺改进方案、编制的操作手册或解决工作难题的案例

报告，经评省级以上食品行业组织组织的专家评价，确认具有很

强的学术水平、实用性或很高的技术创新性。

第四章 附则

一、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

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相应职称。

二、与本标准条件有关的词语或概念的解释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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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食品工程职称专业对应技能类职业（工种）指导目录

职称专业 技能类职业（工种）

食品工艺工程

制米工、制粉工、制油工、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

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评茶员、乳品评鉴师、品酒师、

酿酒师、酒精酿造工、白酒酿造工、啤酒酿造工、黄酒酿

造工、果露酒酿造工、厨政管理师、豆制品工艺师、糖果

工艺师、熟食制品加工工、食糖制造工、饮料制作工、烘

焙工、豆制品制作工、肉制品加工工、牛肉分级员、蜂产

品加工工、调香师、茶艺师、茶叶初制工、茶叶精制工、

香精配制工、香料制造工、淀粉及淀粉糖制造工、蛋类制

品加工工、罐头食品加工工、果脯蜜饯加工工、果汁酱加

工工、果蔬坚果加工工、米面主食制作工、冷冻食品制作

工、食品工程技术人员、坚果炒货工艺员、炒货加工工、

食用菌生产工、巧克力制造工、咖啡师、水产品加工人员、

水产品原料处理工、水产品剖片工、水产制品精制工、调

酒师、酱油酱类制作工、食醋制作工、味精制作工、酱腌

菜制作工、乳品加工工、乳品预处理工、海盐制盐工、苦

卤综合利用工、精制盐工、真空制盐工、井矿盐卤水工、

井矿盐采卤工、净化工、湖盐脱水工、湖盐采掘工、冷冻

提硝工、驳筑集拆坨盐工、农产品加工机械操作工、盐斤

分装设备操作工、猪屠宰加工工、牛羊屠宰加工工、禽类

屠宰加工工、烟叶调制工、烟叶分级工、挂杆复烤工、打

叶复烤工、烟叶回潮工、烟叶发酵工、烟叶制丝工、膨胀

烟丝工、烟草薄片工、白肋烟处理工、卷烟卷接工、烟用

二醋片制造工、烟用丝束制造工、滤棒工、烟草检验工、

烟机设备修理工

食品安全工程

质量专业技术人员、食品检验工、农产品食品检验员、肉

品品质检验人员、水生生物检疫检验员、中央储备粮检验

员、中央储备粮保管员、评茶员、品酒师、乳品评鉴师、

调味品品评师、（粮油）仓储管理员、粮油购销员、水产

养殖质量管理员

食品营养工程
公共营养师、营养配餐员、厨政管理师、中国保健行业营

养保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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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相关词语或概念的解释

1.本行业（食品行业）：指以农、林、牧、渔业产品为原料进

行食品生产、经营和烹饪等活动，以及集合与此相关的设备制造、

包装设计、食品添加剂、食品检验等的行业。如无特别说明，本标

准条件所列业绩、学术、奖项等成果均为与本专业相关的成果。

2.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IMS）：是指按照国家标准《食

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GB/T 33300）要求建立的食品工业企

业管理体系（非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建设不执行此标准）。

3.“三品”：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

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40号）

确定的“三品”，即“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4.市级：指行政区划为地级以上市（不含直辖市）。

5.冠有“以上”的均含本级或本数量。如“市（厅）级以上”

含市（厅）级，“3年以上”含 3年。

6.学历（学位）：指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学历（学位）。

7.资历：指从取得现职称起至申报当年止，所从事本专业技

术工作的时间，截止时间点以每年度通知为准，按周年计算。在

此期间全脱产学习者，应扣除其全脱产学习的时间。

8.主持：领导项目团队开展工作，在项目工作中起到主导和

带头作用，主持人对项目负总责。一般指项目的工程负责人、技

术负责人、主要涉及人等。

9.技术骨干、主要参加人员、主要发明人：指在项目组中起

到主导作用，在项目研究报告、奖励证书等能证明业绩成果并记

载团队人员组成的文件材料中，署名排序前 3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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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要起草人、主要撰写人：指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的具

体组织者，对该著作的学术、技术问题起把关作用。其个人承担

的编著字数占总字数的 20%以上，署名排序前 3名者。

11.参加完成：指在项目组内，在项目负责人的带领下，参加

项目全过程并承担技术性工作的完成人，其认定条件为该人员在

项目组或成果报告所列名单中的参加人员，排序不限。

12.经济效益：指通过利用某个工作项目所产生的，可以用经

济统计指标计算和表现的效益。较好的经济效益：指某项工作产

生的收益增幅超过本行业平均水平的 20%以上。

13.社会效益：指通过利用某个工作项目所产生的，经过有关

主管部门或省级以上行业协（学）会组织专家评价认可的改善环

境、劳动、生活条件、节能、降耗、增强国力等的效益，以及有

利于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益。

14.关键性问题：指涉及本专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在完成项目

任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技术问题。

15.疑难问题：指专业技术中出现暂不分明，难以确定的，无

现成办法可解决的技术难题，须通过分析探索、科研实验等手段

才能找出解决办法的问题。

16.技术水平：即专业技术工作能力，一般指通过工作经历、业绩、

考试、答辩等形式反映，并经专家评价、鉴定确认的水平、能力。

17.大、中、小型项目：项目资金 500 万元以上为大型项目，

100 万元-500 万元为中型项目，不足 100 万元为小型项目；或按

项目主管部门项目规模划分标准执行。

18.科技成果奖项：指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科学技术奖，中国

专利奖，省级专利奖及国家级、省级有关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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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科学技术奖项（省级社会组织需取得省民政厅认定的 3A 级以

上资质）。

19.论文：指在取得出版刊号（CN或 ISSN）的专业期刊上公开

发表本专业研究性学术文章。国外公开发行的科技刊物参照执行。

凡对业务工作现象进行一般描述、介绍、报道的文章不能视为论文。

所有的清样稿、论文录用通知（证明）不能作为已发表论文的依据。

20.学术专著：指取得ISBN统一书号，公开出版发行的专业学

术专著或译著。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概念准确，反映研究对象规

律，并构成一定体系，属作者创造性思维的学术著作。其学术水平

（价值）由专家公正、公平、全面地评定。凡文章汇编、资料手册、

一般编译著作，普通教材、普通工具书不能视为学术、技术专著。

21科普专著、文章：指把已有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

实践经验，以及融于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精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予以表述，具有公众宣教作用，取得 ISBN 统一书号，公开出版发

行的专著，或在取得出版刊号（CN 或 ISSN）的刊物上公开发表的

本专业具有科学普及性的文章。所有的清样稿、录用通知（证明）

不能作为已出版的科普专著或已发表的科普文章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