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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人社专〔2023〕380 号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征集
2023 年本市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项目
公需科目课程和专业科目课程的通知

市委、市政府各有关部、委、办、局，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服务本市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和工作需要，实施

大规模、广覆盖、高质量的知识更新继续教育，促使专业技术人

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不断适应技术革新和产业发展的新需

求，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上海

市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沪人社专

〔2022〕372号），现就2023年上海市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项目

公需科目课程和专业科目课程的征集工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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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范围

公需科目课程在思想政治学习、知识更新拓展、科学精神培

育、职业道德养成、团队合作建设等方面，普及数字技术、知识

产权、网络安全、应急管理等知识；专业科目课程在工业信息、

科技创新、教育卫生、农业农村、文化旅游、建设交通、金融财

会、服务贸易、生态环境等行业领域，引导专业技术人才掌握相

关专业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需求较强的其他方面也可列入选题范围。

二、基本条件

申报开发的课程应为原创资源，申报单位拥有版权，可供本

市专业技术人员学习。课程内容应突出全员性、普及性和前沿性，

同时还应具备较强的实用性，紧贴专业技术人员学习需求。课程

采取在线学习的方法，开发成果一般以视频课件的形式呈现（以

实训为主的课程也可通过电子操作手册呈现）。课程开发（授课）

人员应为国内外相关行业（专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

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或相应专业技术水平，无违法违纪等不良情况。

三、工作程序

（一）选题征集。本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负责组织推荐选题，重点依托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基地开发课程，可推荐2023年1月1日以来已开发的课程，并于11

月17日前报送选题征集表（见附件1）。

（二）选题遴选。我局委托上海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对征集的

选题进行审核，并组织专家对审核通过的选题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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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开发。对评审通过的选题，由申报单位按照相关

要求进行开发，视频课件应符合相关质量要求（见附件2）。开发

完成后，经推荐单位审核，应于确定选题后的6个月内报送课程开

发成果和课程知识产权保护承诺书（见附件3）。

（四）课程验收。我局会同课程推荐单位和上海继续工程教

育协会组织专家对课程开发成果进行验收，严把政治关、质量关。

验收通过的课程，将纳入本市课程目录。专家组认定需进一步修

改和完善的课程，申报单位应在验收后1个月内完成相应的二次开

发，并提交上海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审核，审核通过后列入本市课

程目录。验收不通过或二次开发仍不符合要求的课程，不予列入

本市课程目录，并按原渠道退回资助经费。

（五）课程发布。上海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公布年度培训实施

计划，并将课程资源发布到上海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本

市专业技术人员可登陆网站学习。

四、政策保障

（一）根据《上海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管理办

法》，课程开发项目资助不超过10万元/个。申请单位应按照厉行

节约的原则，合理合规使用资助经费。在课程开发完成后，若实

际支出费用超出资助经费，不足部分由申请单位自筹；若有资助

经费结余，应按原渠道退回。

（二）跟踪评估课程，对质量较高、反响较好、学习人数多

的课程，可列入本市公需科目必修目录或专业科目推荐目录，并

适时给予部分资助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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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跟踪评估较好的课程开发单位，在今后继续教育资

源配置、任务分配等方面给予优先和倾斜。课程开发的数量和质

量作为继续教育基地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

（四）课程开发成果可作为开发（授课）人员职称评聘、考

核评优的业绩成果或论文替代形式，并按照课程实际课时的6倍计

算开发（授课）人员的继续教育学时。

（五）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此类课程学习，按课程实际课时计

算继续教育学时。此类课程应酌情减免学习费用，不得利用课程

资源谋取不当利益。

联 系 人：沈悦 倪国庆 余熠

联系电话：63801680 63801922 23110164

电子邮箱：sacee_work@126.com

地 址：梅园路77号上海人才大厦1801室

邮 编：200070

附件：1．课程选题征集表

2．课件制作要求和技术标准

3．知识产权保护承诺书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11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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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上海市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项目课程选题征集表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2023 年 月 日

序

号

公需 专业 科目课程选题 授课教师 申报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简介
课

时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单 位

是否继续

教育基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按照45分钟为1课时）



— 6 —

附件 2

课件制作要求和技术标准

课件以视频、微课等形式呈现，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一、课件制作要求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尊重规律，体现专业导向，授课人应是国家（省）

或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在意识形态、民族宗教、领

土国界等关键问题上不能有偏差。

（二）严格落实课程标准。严格依据国家标准，保证知识内

容和授课语言的科学准确，保证情境素材的真实性、适用性和权

威性。要符合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和精神实质，要基于课程标准

确立教学目标、落实教学内容、设计学习活动、制定教学评价。

（三）重点突出课件时效。充分考虑不同行业性质和专业技

术人员的学习特点，重点着眼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在具体工作中的

重点难点问题，相关课件资源要随着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情况和

社会发展形势及时更新。

（四）注重规范课程制作。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过程完整、

教学资源充足、录制技术规范，语言、文字、符号、单位等使用

要符合规范，课程应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得有任何广告。

保证情境素材的真实性、适切性和权威性，课程具有实用性、针

对性和时效性，保证原创，报送单位拥有版权，不得冒名顶替，



— 7 —

严禁抄袭，引用资料须注明出处和原作者。

二、相关技术标准

（一）片头

统一片头+课程名片头+背景乐组成，如果有授课教师介绍，

则在正片内容前加入授课教师介绍配背景音乐，时长不超过 30

秒。课程名片头字体由编辑人员根据课程内容与性质自行选择（需

要注意字体版权），但要便于识别，内容包括：课程名称，讲师

名称。

（二）正片

正片即授课内容，在剪辑正片内容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与课程内容无关的内容全部切掉（如喝水，倒水，拿取物

品，镜头晃动，重复语句、重复内容等等）。

2.画面中避免出现与授课无关的人员，若出现，建议通过技

术手段解决。

3.主要内容中不能出现不合时宜的言论，如带有负面影响或

反面案例的实际人名或地名的案例；反党反政府、已被处分人员

案例等相关内容。

4.视频中不能出现花屏、黑屏、闪屏。

5.音频、视频确保同步。

（三）课程标识

课程字幕条内容包括：课程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三级标题。

（根据课程的制作形式及剪辑方案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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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素材使用

1.恰当使用资料、动画、实景拍摄等作为形象化教学手段，

在符合教学意图并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的前提下，力求图像流畅、

合理、清晰。

2.选用的素材画面应清晰，对于不易辨认的历史资料等要进

行技术处理。

（五）片尾

使用统一的片尾模板。

（六）记录制式

1.分辨率：1920*1080（25 帧/秒或 50 帧/秒）；

2.视频编码格式 MP4(H.264)或 MPEG2，音频编码格式 AAC；

3.视频码流：15MB-50MB；

4.音频码流：256KB，采样率 44100Hz。

（七）信号源

1.全片图像同步性能稳定，无失步现象，图像无抖动，无跳

跃，色彩无突变，信噪比不低于 58dB。白平衡正确，无明显偏色，

多机位拍摄时，镜头衔接处无明显色差。

2.音频信号持续稳定，中断时间不得超过 3 秒，中文内容记

录于第 1 声道，音乐、音效同期声记录于第 2 声道，如有其他文

字解说记录于第 3 声道。

（八）上传平台视频标准

1.分辨率：96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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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码格式：视频编码格式 MP4(H.264)，音频编码格式 AAC；

3.视频码流：1MB；

4.音频码流：128KB，采样率44100Hz，立体声或与原文件相同。

（九）学习测试

每课时学习结束后应进行测验，另以文本形式提供 5 道相关

知识测验试题（单选或多选题）。



— 10 —

附件 3

知识产权保护承诺书

本单位已按照课件制作要求和技术标准完成课件制作，自愿

申报并免费共享课件。本单位承诺：本单位对该课件（包括但不

限于文档、源文件、图片、视频等）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无剽

窃、抄袭现象，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如引起任何法律纠纷，其

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课程类型：公需科目 专业科目 （ ）学时

课程名称：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日期：202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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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11月 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