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NK1年 6月 

总弟34期 第2期 

岛{；建筑教育 
JOURN．M．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NS_rITUTIONS OF HIGHER U巳， ING 

Jun ．200o 

．34 No．2 

关于华盛顿协议新进展的评述 

歹 
(同济大学 研究生院，上海 200092) 

(关麓词】
．墼立置 ；专业监皋； 焦 嘎匪 

(接 要】作者在1996年曾发表过一篇论述学位与专门职业资格国际相互承认的文章 。这一国际相互承认何题现在又有 

了新的进展，本文的重点在于评述这些新进展，这是我tNT-~ 与工程教育界应于关注的问题。对于加^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 

工作来说，特别是在国际眠务贸易方面，也是必须清楚了解并主动应对的一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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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协议(washingt0n Acoord)是一个有关工 

程学士学位专业鉴定国际相互承认的协议。1989 

年签约之初．这个协议覆盖了3大洲的6个国家，即 

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 

些国家的有关工程组织，相互交换鉴定文件，相互观 

察鉴定全过程．相互列席鉴定委员会会议，经过了长 

时间的酝酿，对工程专业鉴定的各个方面达成共识， 

最终签署协议。各工程组织相互承认彼此的专业鉴 

定结论，也即相互承认彼此鉴定过的专业点以及从 

这些专业点获得的学位。1993年该协议扩展到 5 

大洲的8个国家(地区)，即接受了香港和南非的人 

盟申请。经评审，香港工程师协会(FIKIE)于 1997 

年成为正式签约组织，南非则至今仍处于评审过程 

中，或者说是处于预备期状态。签约 6年后的1995 

年，各签约组织一致同意将该协议延长 6年。1997 

年该协议的文本经修改补充，更趋完备严格 I。 

时至今日，华盛顿协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享有 

声誉，它不仅吸引了覆盖27国的欧洲国家工程协会 

联合会(European Federation of National Engineering 

Associations，FEAN1)等前来谈判人盟问题，还引起 

了工程学科以外的高等教育界和教育评估界的注 

意。华盛顿协议被普遍看好，被认为很可能成为院 

校鉴定或其它非工程类专业鉴定国际相互承认的参 

照模式。 

1995年，华盛顿协议又开始酝酿和筹划专业工 

程师的国际相互承认，为国际相互承认另辟了一个 

更高层次的新领域。 
一

、华盛顿协议 1997版的核心内窖 

华盛顿协议 1997版与 1989年版相比，更明确 

界定了相互承认的内涵，正式建立了成员间的定期 

评审制度，吸收新成员的程序更加规范化，组织和运 

作更加正规化 。 

1重申相互承认的核心内客是鉴定的可比较性 

和专业教育的等效性。●签约组织均承认各签约组 

织的工程专业鉴定的可比较性(comparability)；并承 

认经任一组织鉴定的工程专业的等效性(equiv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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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较性指的是各签约组织用于工程专业 

鉴定的政策、准则和方法是可比较的或类似的。等 

效性指的是经任一签约组织鉴定的专业，在专门职 

业的高度上(professional leve1)，均等效地满足工程 

开业(practice of∞gir 血 )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 

●从而，对于任一签约组织作出的鉴定结论，其它签 

约组织均予接受，并以适当方式在本国或本地区予 

以公布。●协议仅适用于各签约组织在各自的国家 

和地区范围内所进行的鉴定，而不包括在境外所作 

的鉴定。●各签约组织将努力促使负责专业工程师 

在本国或本地区开业注册的机构也承认经各签约组 

织鉴定的工程专业的等效性。所以要有选一条规 

定，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签约组织——工程与技术鉴 

定委员会(ABET)——只负责专业鉴定，而工程师 

注册则是另由各州的注册局管理的。但其它签约组 

织都是兼管工程专业鉴定和工程师注册的。这就无 

疑地在申请工程师注册时，从任一方鉴定过的专业 

点获得的学位都会得到承认。 

2．为保证相互承认的持续有救，进一步明确规 

定了相互监督和定期评审制度。●各签约组织之 

间，经常交换信息，相互监督。其方式方法包括例行 

交往，交换有关鉴定制度、准则、方法的文件，其它手 

册和出版物，经鉴定的专业点一览表，邀请观察现场 

访问，邀译 观察有关鉴定委员会会议或签约组织理 

事会会议等。●各签约组织都要在不多于6年的时 

间间隔内，向其它签约组织递交一份报告，并接受其 

它签约组织的综合评审。评审小组由其它签约组织 

的3名代表组成，其中包括教育界人士和工业界或 

专门职业界人士。评审过程包括观察对有关高等学 

校及其工程专业点的现场访问，以及观察讨论现场 

访问并作决议的会议。●评审结论及其有效期分为 

三种。如果结论认为被评审签约组织仍保持与其它 

签约组织基本相当，则评审有效期为6年；如果评审 

小组验明被评审签约组织存在某些问题，而后者能 

在6个月内递交一份令人满意的整改报告，则评审 

有效期最长为3年；如果结论认为被评审签约组织 

存在严重缺陷，则将由“签约 状态退回“预备”状态 

(下详)；而其它签约组织将向它提供紧急帮助。如 

果要终止“签约 状态，则必须获得2／3签约组织的 

同意。 

3．吸收新成员的程序趋向严格和规范化。●申 

请组织必须先递交书面申请报告，由至少两个签约 

组织提名，2／'3的签约组织投票赞成，才能进入“预 

备”状态。在预备期内，申请组织要接受综合评审， 

其内容和方法与上述定期评审类似。申请组织在预 

备期内的权利和义务与签约组织相仿，但没有投票 

权。●由“预备”状态转正为“签约”状态，必须经全 

体签约组织一致通过。如果未获通过，则可能再延 

长两年预备期。 

4．协议的组织和运作逐步正规化。●每隔两年 

举行一次全体大会。●在大会上，由各签约组织共 

同聘任新一任的主席和秘书处。●同一任的主席和 

秘书处分别由不同的签约组织担任。主席任期两 

年，不得连任。秘书处任期也是两年，可以再连任一 

届。 

二、工程师瓷格的国际相互承认尚待时日 

1995年，加拿大在都柏林会议上提出建议，意 

图把华盛顿协议扩展到专业工程师资格的国际相互 

承认。1996年，香港会议对此 作了进一步 的探 

讨 J。华盛顿协议签约组织一致决定成立一个相 

互承认工作组 (Mutual Recognition Working Party) 

对此问题作深入研究。后来，因为在华盛顿协议以 

外的组织也对此问题感兴趣；再则，考虑到工程师资 

格的国际相互承认是不同于工程专业鉴定相互承认 

的另一个问题，应该放在华盛顿协议之外另予解决， 

1997年成立了工程师流动问题论坛(Engineesrs’ 

Mobility Forum，EMF)。除了华盛顿协议各签约组 

织(美国方面改由美国国际工程业务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Practice， 

uSt2IEP参加)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之外，还吸收了欧 

洲国家工程协会联合会和 日本咨询工程师协会 

(Japan Consulting Engineers Association，JCEA)作为 

临时成员参加。该论坛的宗旨是促进专业工程师国 

际相互承认的实现，它在很多方面效仿华盛顿协会 

开展活动。从 1995年到现在，讨论 了一次又一次， 

文件发了一份又一份，相互承认问题有所进展，但是 

还没有达到可以正式成文签约的程度。纵览有关这 
一 问题的当前形势和进展状况 j，可归纳如下。 

l迫切性。随着国际工程专业服务贸易的需求 

迅速增长，随着工程业务的日益国际化和工程师跨 

国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工程师资格的国际相互承认 

问题也就更加迫切需要解决。例如，现在一个日本 

工程师移民加拿大，那他的工程学位是得不到承认 

的。他必须从起跑线开始，重新取得必要的资格，才 

能重操旧业；而如果 EMF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能 

不必再参加任何考试，而只需经过一段“入门”时间， 

就可以在加拿大当工程师了。 

2．现状。现在，世界上只有 2个地区性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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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体系。一个是欧洲国家工程协会联合会开创 

的、在欧洲联盟框架内的“欧洲工程师”注册制度；另 
一 个是在北美白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1、A)框架内建立的专业工程 

师相互承认文件(Mutua1 Recognition~ ment， 

MRD)。此外 ，亚太经互组织(APEC)的澳大利亚、 

El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白1996年以来，正在 

筹划建立APEC范围内的工程师相互承认体系。但 

是，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真正国际性的、非局限于 
一 个地区的工程师相互承认协议。 

3问题。困难之一在于一国的工程组织如何客 

观衡量一个已在他国注册的工程师的水准和能力， 

以确定他的工程师资格是否可以被跨国承认。由于 

各国的工程教育体系和工程师注册制度互有差异， 

而工作环境、语言和文化背景又各不相同．要制定一 

个统一、客观的衡量标准是十分困难的。 

4．经验 ●APEC重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 

订相互承认方案。APEC首先验明各国主要的工程 

组织 ，建立长期台作网络，增进相互尊重和理解。其 

次是对可借鉴的制度和办法作一番调查。其一，在 

各国现有的做法中，哪一种工程专业鉴定制度和个 

人工程业务能力评定办法是最好的。其二，各国是 

如何进行学生和工作人员的交换的，各大学生在录 

取研究生时，是如何认可他们从外国获得的本科学 

分的。然后，APEC打算在分析研究这些制度和办 

法的基础上，经过改造和发展，制订本地区的工程师 

相互 承认 协 定。● NAFTA 资深工 程 师 方案。 

NAFTA基本上只考虑对已有相当长的工作经历的 

注册工程师给予相互承认，以绕过难点。实际上是 

以大大超过相互承认合格标准的人选来保证一定达 

到任何合格标准。●FEANI“工程师成型期”和“过 

渡期”。FEANI拟订了一个“工程师成型期”或称“7 

年教育与实践期”作为“欧洲工程师”统一的教育、培 

训和专业工作经验要求。这个办法基本上解决了欧 

洲各国大学学制长短不一，而工程师注册条件必须 

统一的矛盾L1 J。另一个尚有争议的措施，是要不要 

设置“过渡期”。也即，一国的工程师获得了另一国 

的资格承认后，要不要在该国经过一段过渡期，以真 

正磨合。过渡期一般不超过 l2个月。过渡期的设 

置应是双边对等的。●FEANI的国家监控委员会 

(National Monitoring Committee)。在 FEANI框架 

范围内，每个成员国都成立了各 自的国家监控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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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会对该国负责承认工程师资格的组织进行 

监控．以确保其持续地符合 FEANI的要求。归根 

到底，国际相互承认必须基于各国工程师注册制度 f 

的完善，持之有恒．及其运作的透明度。●华盛顿协 ； 

议的定期评审和预备期．MRWP认为华盛顿协议接 

受新成员的预备期制度，以及老成员闶的定期评审 ； 

制度是保证质量、提高水准的好办法。EMF也应吸 ； 

收采用。 

三、结语 ； 

1．各国工程专业点及其所授学位的国际相互承 

认是通过对各国的工程专业鉴定(或称专业评估)的 l 

相互承认而实现的。专业鉴定组织在其中起了质量 ! 

保证的作用。在这方面，华盛顿协议已被广泛接受， 

“游戏规则”已经确定。后来者似乎只能按此规则 ， 

参加“游戏”了。估计几年后参加国将大大增加。 

2．工程师资格的国际相互承认正处在制订“游 

戏规则”的阶段。亚太地区的相互承认问题也在解 

决过程之中。二者都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3．我国工程界和工程教育界如何在世界上为我 

国的工程教育和工程人员争得应有的地位和活动天 

地?如何在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为国 

际工程服务贸易做好人才队伍方面的准备呢?1998 ’ 

年，作者曾撰文论述工程学位与工程师专业资格获 

得国际承认的必由之路L6J。现在看来，首要的问题 

在于“准来做”．然后才是“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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