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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两种证书制度比较分析与改革建议

黄景容，廖小磊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广东 深圳 518045）

摘 要：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呈现 1+X 证书和“双证书”两种证书制度并存的格局。通过对比二者，发

现 1+X 证书制度存在制度、机构、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式微趋势明显。“双证书”制度虽也存在一些问

题，但法律依据显明，适应市场需求，生命力强，长期发展趋势明显。鉴于此，建议我国恢复实行全国

统一的“双证书”制度，改革现行职业技能等级管理体制，优化技能评价模式，以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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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含技工教育）呈现两

种证书制度并存的格局，即教育部于 2019年

开始推行的 1+X证书制度与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于 1989年开始推行的“双证书”制度。

2024年是 1+X证书制度实施的第 5个年头，也

是“双证书”制度实施的第 35个年头，两项制

度都处于重要的发展节点。比较和研判两种

证书制度运行状况，对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两种证书制度实施简况

（一）1+X 证书制度实施简况

1+X证书的“1”指职业院校的学历证书，

“X”指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X证书是

“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别

称。最早提出该制度的是 2018年 9月教育部

《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2473号提案答复的函》：“下一步，教育部将继

续按照《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要求，探索建立‘1+X’（学历证书加若干专业

能力证书）的证书体系。”于是，2019年 1月，国

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从

2019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

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试点工作”，“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

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2019年 4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明确提出：“试点

院校以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

工学校）为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

应用型本科高校及国家开放大学等积极参

与。”这标志着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正式启

动，2019年被视为 1+X证书制度实施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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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教育部已分 4批遴选了 300
个 1+X培训评价组织，开发了 447个 X证书，

累计 100多万人参加培训，71.55万人参加考

证，通过率 71.91%”［1］。在此期间，教育部等

有关部门还出台了系列支撑政策，如：2019年
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联合印

发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监督管理办法（试

行）》，明确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培训评价组织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监督管

理过程中的职责分工以及“三同两别”的管理

原则；2019年 11月，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

于推进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对实施 1+X证书制度的协同机制、师资培训、

考核颁证、财政支持、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

规范。这些政策文件对 1+X证书制度实施发

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双证书”制度实施简况

“双证书”是职业学校（含职业院校和技工

院校）的毕业（学历）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两种

证书制度的简称。国家要求职业学校学生除

获得毕业（学历）证书外，必须取得与所学专业

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双证书”制度由技工学

校率先推行。1989年，劳动部《关于技工学校

深化改革的意见》要求：“技工学校毕业生在取

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的同时，要按部颁技术

等级标准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技术等级考试。

经过‘应知’、‘应会’的考试，确定其技术等

级，并由劳动行政部门颁发技术等级合格证

书，作为毕业分配和确定工资待遇主要依据。”

因此，1989年被视为“双证书”制度实施元年。

1990年 8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转发〈青

岛市发展职教的三项措施〉的通知》，向全国职

教系统推荐青岛市在烹饪、汽车修理、服装三

个专业职业高中毕业生中实行技术等级考核

的做法。考核合格者由青岛市劳动局发给相

应等级的《工人技术等级证书》，证书是证明毕

业生技术水平和确定工资待遇的重要依据。

此为教育部分管的职业院校实行“双证书”制

度的起始年。之后，教育部在下属职业院校陆

续推行“双证书”制度。1993年 11月 14日，党

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

“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部分中，明

确提出“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两种证书制

度”。此后，“双证书”制度在各个领域得到全

面推广。1995年 10月，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推

动职业大学改革与建设的几点意见》，要求全

国职业院校“采取积极措施逐步实行毕业文凭

和技术等级证书或岗位资格证书并重的制

度”。1996年 5月 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教育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实施职业教

育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同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

和职业等级标准相适应，实行学历证书、培训

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里的“学历证

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被简称为“双证书”。至

此，“双证书”制度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定要

求。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在全

社会实行学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

度”。2004年，教育部《关于印发 2004年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特别强调，

要“积极推动职业学校实行‘双证书’制度，指

导并帮助学生在取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取相

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行业企业认可的具有相

当社会知名度有关技能证书”。

综上所述可知：第一，1+X证书制度实施

时间短，仅 5年；“双证书”制度实施时间长，达

35年。第二，实行“双证书”制度既是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的有力举措，也是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依法行动。第三，

迄今为止，1+X证书制度仅在教育部门分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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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范围内执行，而“双证书”制度曾在

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两个领域执行。

二、两种证书制度异同表现和特点比较

在考察两种证书制度实施简况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异同，比较二者的特点，有

利于深入把握两种证书制度的发展前景。

（一）两种证书制度的异同表现

两种证书制度的相似点主要有两个：从构

成要素看，1+X证书的“X证书”和“双证书”的

第二个证书都指职业（资格）技能证书；从两

种证书制度的支撑点看，二者都立足于学生实

践技能水平提升。

两种证书制度的不同点主要有七个：一是

学历获得不同。1+X证书的“1”指学历证书，

而“双证书”的第一个证书指学业证书。学业

证书是学历证书的上位概念，包括学历证书和

非学历证书。技工院校不能给高级技工班、

（预备）技师班两个层次的毕业生颁发大专、

本科的学历证书，只能颁发证明其“学业完成

可以毕业”的非学历的学业证书。二是技能要

求不同。“双证书”制度对学生技能证书的要

求是“必须”，1+X证书制度对学生技能证书的

要求是“鼓励”。三是技能等级分类不同。执

行 1+X证书制度学生所考的职业技能等级分

初、中、高三级，执行“双证书”制度学生所考

的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中级技工、高级技工、

（预备）技师三级。四是证书设置权限不同。

教育部门与人社部门都可以开发和颁发职业

技能等级类的证书，但职业资格类证书的开发

和颁发只能由人社部门单独实施。五是监管

机制不同。1+X证书制度中，学历证书与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均由教育部门监督管理；“双证

书”制度中，学历证书由教育部门监督管理，

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由人社部门监

督管理。六是证书制度运行主体不同。 1+X

证书仅限在教育部门分管的职业院校范围内

运行，运行主体清晰；而“双证书”制度于 1990
至 2018年在教育部门分管的职业院校与人社

部门分管的技工院校推行，2019年至今只有

技工院校推行“双证书”制度，运行主体较为

复杂。七是职业技能考核主体不同。1+X证

书制度的 X证书由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负

责考核与发证；“双证书”制度的职业资格证

书由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站）负责考核与发

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由人社部门备案的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站）或企业、相关机构负责考

核与发证。

（二）两种证书制度的特点比较

1+X 证书制度的特点是“强制性 +自愿

性”。强制性指“1”，即一本学历证书。国家

规定学生必须完成学业（客观上完不成的另有

办法处理），获得学历证书。自愿性指“X证

书”，即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019年 1月，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从 2019
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

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以

下称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2019年 2月

19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启动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相关领导明确：“学生自

主选择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与考核，不

作为毕业的限制条件。”［2］2019年 4月，教育部

等四部门《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进一步明

确“院校和学生自主选择 X证书”，即 X证书属

于非强制性业务，是否考证由学生自主选择。

2019年 11月，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推进 1+X证书制

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强制或

变相强制学生参加培训或考核的”试点院校，

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取消参与试点资格，即学

生自愿选择是否报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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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学校不能强制或变相强制。概言之，1+X
证书中的学历证书是“规定动作”，而 X证书则

是“自选动作”。

“双证书”制度的特点是“强制性 +强制

性”，即无论是学业证书还是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都有强制性要求。 1989年，劳动部《关于

技工学校深化改革的意见》规定“技工院校毕

业生在取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的同时，要按

部颁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技术等

级考试，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毕业”，说明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是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 2012 年 1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技工学校

设置标准》（试行）进一步规定：“技工学校学

生实行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

度。”2021年 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

发的《技工教育“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

“在技工院校全面推行职业技能评价，支持帮

助学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全面推行”的规定体现了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在全国技工院校技能评价和发放技

能证书工作上的强制性和覆盖面要求。概言

之，技工院校的毕业证书和技能证书都是规定

动作，没有自选空间。

分析 1+X证书与“双证书”两种制度的不同

特点，意义重大。第一，1+X证书制度下学生是

否报考职业技能证书以及想考得几本技能证

书都是自愿的，“双证书”制度下学生考得一本

职业技能证书是强制性的。自愿性要求必然

导致证书制度执行效果的打折，强制性要求则

符合职业教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内容。职业教育规

律告诉人们，只有通过制度规定要求学生学好

技能，取得相应证书，成为合格的技能人才，才

能体现职业学校应有的社会贡献度。第二，由

于强调自愿性，在 1+X证书制度中，技能证书

地位低于学历证书；而在“双证书”制度中，技

能证书地位高于毕业证书。“技能”就是“技术

能力”的简称，也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类型

教育的重要特性。技能证书地位低于学历证

书，意味着职业教育重要特性的淡化。

三、两种证书制度发展趋势简析

比较和分析两种证书制度的异同表现和

不同特点之后，以问题为导向，以实事求是为

基本原则，再进一步分析并判定两种证书制度

发展趋势，对我国职业教育坚持正确办学方

向、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从法律法规角度看两种证书制度的

发展趋势

这里的“法律法规”既包含国家层面的职

业教育法律，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也包括地方层面的职业教育法规，

如《广东省职业教育条例》《天津职业教育条

例》。2022年 5月 1日开始实施的新《职业教育

法》规定职业教育要“实行学历证书及其他学

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制度”，其中与两种证书制度有关的

内容是学历证书、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由于学业证书是学

历证书的上位概念，学业证书可以包含学历证

书；由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制度虽然分属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两类证

书制度，但都属于职业技能水平等级认定业

务，我们可将之视为一类技能证书制度内部的

两种技能业务考核。为此，新《职业教育法》关

于证书制度的规定就是学业证书与技能证书

两种证书制度，可简称为“双证书”制度，该制

度没有“X”或“若干”的含义。2024年 1月 1日
起施行的地方性法规《天津市职业教育条例》

规定：“本市建立健全教育资历框架，拓宽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成长通道，具体实行下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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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历证书、其他学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

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二）职业

教育与普通教育课程互认、学习成果等值互换

制度；（三）学分银行制度。”这里的学历证书、

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也可简称为“双证书”制度，也没有“X”或
“若干”的含义。

综上所述，我国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的职

业教育法律法规中，均没有“X”或“若干”的

要求。

（二）从政府政策文件角度看两种证书制

度的发展趋势

国家层面，“双证书”制度被“强化”，而 1+
X证书制度被“弱化”。我国于 2013年开始，

针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中出现的一系列

问题进行改革，“砍掉”了 434项职业资格，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管的技工院校“双证

书”制度执行工作也受到影响，相当部分专业

因职业资格证书取消而停止考核。 2016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技工教育“十

三五”规划》又明确要求“根据职业资格目录

清单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总体部署，研究制定

技工院校毕业生参加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

考核评价的办法，完善‘双证书’制度”。由

此，技工院校“双证书”制度在完善中得到继

续推行。 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

台的《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意

见》不仅支持技工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而

且放开考核评价环节，由学校自主开展：“用

人单位、技工院校坚持就业导向，自主开展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或委托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进

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2021年 11月，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技工教育“十四五”

规划》进一步明确：“在技工院校全面推行职

业技能评价，支持帮助学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此同时，2019年首

次提出的 1+X证书制度，从 2021年开始几乎

不再出现在国家层面的文件中。如，2021年

10月中办、国办《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2022年 12月中办、国办《关于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

2023年 7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都未

提到 1+X证书制度。

地方层面，1+X 证书制度被淡化，“双证

书”制度被强化。 2021年，云南省人社厅、发

展改革委、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深化技工院

校改革 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

提出“实施双证书计划”，要求完善“学历证

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2023年 10月，

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的《关于

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明确要求推行“学历证书+职业技能证书”制

度。从地方政策层面来看，云南、浙江两省都

既不提“X”，也不提“自愿选择”，只要求推行

“学历证书+职业技能证书”制度，本质上就是

“双证书”制度。这可被视为地方政府对 1+X
证书、“双证书”两种证书制度的意见，说明省

级政府部门改革 1+X证书制度的意愿和强化

“双证书”制度的态度都很坚决，还说明 1+X证

书制度在渐渐消失。

（三）从具体实践情况看两种证书制度的

发展趋势

1.中职教育实践情况

以山东省莱西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为例，

它创建于 1982年，是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学

校，也是山东省规范化中等职业学校。办学

40年来，学校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共获

得 2金 11银 7铜的优异成绩，并实现了莱西市

国赛金牌和奖牌两个“零”的突破。作为优秀

中职学校的代表，其《2023—2024学年工作计

划》没有出现 1+X证书，只要求“多措并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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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双证通过率达到 95%以上”［3］。这里的“双

证”是指“双证书”，不是 1+X证书。

2.高职教育实践情况

政府方面，一是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行

业主管部门缺少发言权与决策权，对于 X证书

难以管理到位；二是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

的遴选和管理缺乏经验，导致不少职业教育培

训评价组织运行失控；三是配套资金支持缺乏

长期规划，取证费用支出渠道不明确，资金下

拨不及时。

培训评价组织方面，主要问题表现为开发

的 X证书标准先进性和权威性不足，体现新技

术、新工艺、新规范和新要求不够，行业企业

认可度不高［4］。

学生方面，已有研究调查某高职院校的某

专业学生，发现学生对 1+X证书制度了解渠道

情况为“46.84%手机客户端、39.24%多媒体网

络、10.13%课堂和教师、3.79%其他渠道”［5］。

其中，“10.13%课堂和教师”这个数据既说明高

职院校对 1+X证书制度的态度，也表明 1+X证

书制度还没有被大多数高职学生所了解。针

对山东某高职院校 79名工程造价专业学生的

调查显示，“大一、大二和大三分别有 7.59%、

18.98%、35.44%认可‘1+X’证书制度”［6］，可知

学生对 1+X证书制度的认可度相当低。

企业态度方面，已有研究表明，“从当前实

际情况看，用人单位对 X证书并没有表现出足

够 的 兴 趣 和 热 情 ，更 没 有 实 质 性 的 激 励

举措。”［7］

3.应用型本科院校实践情况

相关文件规定应用型本科高校也要执行

1+X证书制度，但因其“办学定位与办学目标

与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不尽相同，人

才培养目标与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也

不尽相同”，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 1+X证书工

作存在“动力不足、盲目申报、经费缺少、运转

不畅”等问题［8］。

4.区域院校实践情况

2023年 3月至 10月，笔者参加某省会城市

职业教育赋能产业发展的调研活动。在一次

有教育局、发展改革委、人社局等部门参加的

座谈会上，当某局领导被问到 1+X证书制度执

行情况时，回答是：“现在覆盖的专业是在一

部分专业，比如家政服务类。”山东省职业技

术教育学会归纳了山东省特定区域职业院校

实施 1+X证书制度的困境：“面对证书时，不知

怎么选；面对标准时，不知怎么融；面对教学

时，不知如何教；面对费用时，不知如何出”，

简称“四个不知”［9］。

通过对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具体实践三

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趋向性印象：1+
X证书制度的“强制性+自愿性”特点导致重学

历、轻技能效应，难以摆脱“学与用”脱节问

题，生命力有限，式微趋势明显；引导 1+X证书

制度回归具有韧性的“双证书”制度轨道，全

国所有职业学校实行统一的“双证书”制度，

应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两类证书制度发展的必

然趋势。

四、1+X证书制度式微原因分析

明确了 1+X证书制度的式微趋势后，需要

分析其式微原因，以进一步探讨解决问题的办

法。整体看，1+X证书制度式微的主要原因在

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一是未能处理好“1”与“X”之间的特殊关

系。“1”的内容主要是职业教育，“X”的内容主

要是技能教育。技能教育属于职业教育，又与

职业教育有一定区别。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

育与技能教育实行两种不同的办学模式：职业

教育实行以学历为特征，培养学历人才的办学

模式；技能教育实行以技能为特征，培养技能

65



高职教育理论2024年第2期

人才的办学模式。1+X实质上是职业教育与

技能教育的融合，因二者的培养目标之间尚未

建立起对应关系，难以实现统筹安排［10］，导致

融合难度极大。

二是错估了技能学习的难度。表面看，X
证书制度是鼓励学生多获得几种技能。实际

上，职业学校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习得

必须与当地行业企业需求对接，需要满足课

程、课时、师资、设备、工位、反复训练等诸多

条件。依照技能习得规律，学生学会一项与当

地行业企业需求对接的技术，并考取一种与之

对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共需要几年时间。

X证书制度的设计未能顾及职业院校是否满

足落实该制度所需条件，使得院校、教师、学

生面临“四个不知”的困境。

三是鼓励性和自愿性的设计造成落实乏

力。1+X证书制度的特点是鼓励学生自愿参

与，没有强制性规定，鼓励加自愿意味着随意

性外溢，制度实施容易失范。且技能证书的卑

微地位导向明显，必然影响制度实施质量。

四是没能厘清 1+X证书制度与“双证书”

制度之间的关系。1+X证书制度的基础是“双

证书”制度，实质是“双证书”制度的部分增

量——模糊数字的增加。表面上，“X”“若干”

在数量上的要求比“双证书”多，实际上，数量

增加的效果远不如真正落实“双证书”制度。

（二）培训评价机构缺少监督管理

虽然相关文件强调“培训评价组织要坚持

公益性原则，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依法依规

制订有关培训方案及收费标准，并提前公示公

告，接受各方监督，试点院校结合实际自愿参

加”，但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属营利性机构，

无序运行的结果必然是活动被营利性动机大

面积侵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含金量被大幅度

稀释。营利性意识的膨胀必然导致技能培训

和技能评价水分过多，证书含金量偏低。实践

中，不少评价组织与培训机构串通，开展简化

培训+简单评价的“巧妙”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不正常的培训与评价的“一条龙”服务，

为学生“轻而易举”取得 X证书创造了过于宽

松的环境，使得 X证书多数形同废纸。

（三）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缺位

长期以来，教育行政部门主要对所属区域

进行教育事业的领导和管理，既没有管理职业

技能评价的法定职能，也没有具体分管职业技

能评价事务，缺乏职业技能标准开发、评价和

管理经验，必然出现指导不到位、管理不到

位、制度运行困难的局面。

总之，以上原因造成了三个不利结果：一

是学校不知何为。多数试点院校对学历教育

驾轻就熟，但对 X技能证书试点缺乏经验，积

极性不高，加上师资力量不配套、培训和评价

场地不足、经费投入欠缺以及对学生参与技能

学习和技能评价事务引导失当等原因，不少院

校的 1+X证书制度管理散乱，效果不佳。二是

学生不感兴趣。对江苏省高职院校物流管理

专业学生 1+X证书制度接纳态度的调查显示，

“ 一 年 级 、二 年 级 和 三 年 级 分 别 有 18.23%、

27.78%、35.56%认可 1+X证书制度，大部分学

生比较认可人社部门的职业资格证书，从调查

结果看，学生对 1+X证书制度认知程度比较

低”［11］。实践中，多数学生在获得多本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后发现没有提升实际应用能力和

没能有利于就业，从而感到失望。这种失望通

过多种方式向外扩散，影响其他学生。三是企

业不予认可。由于上述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

1+X证书的实际运行效应与企业所需能力要

求的适应性不足，没有得到多数企业尤其是非

国有企业的认可，实践中常见到毕业生求职者

的 X证书被企业招聘人员扔进废纸篓的情况。

1+X证书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解决职业教育人

才供给与产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脱节问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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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和国家资历框架，但由于

上述原因大面积“遇冷”，运行困难，制度式微

趋势明显。

五、我国职业教育证书制度改革发展建议

“整合是将两个以上异质事物、现象或主

体联结组合，使之形成合目的的价值整体的归

并融合的过程……是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

灵魂和核心。”［12］综合上述相关方面的考察，

可以从国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资历

框架构建角度出发，结合职业教育整合理论，

提出整合性建议，以期引发更大范围的讨论，

促进我国职业教育证书制度不断完善。

一是推动制度整合。建议有关部门组织

相关人员，分组在全国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开

展全面而深入的调研，掌握两种证书制度实际

实施情况。如通过调查确认 1+X证书制度式

微趋势，建议借鉴浙江省做法，调整甚至停止

实施 1+X证书制度，改为推行学业证书+职业

技能证书制度，全国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均恢

复实行“双证书”制度。

二是推动管理整合。鉴于技能评价业务

的特殊性和迄今为止全国技能评价工作出现

的不正常状况，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协调力度，

结合实际出台政策，明确全国的职业技能等级

评价工作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管

理，避免出现“九龙治水”的局面。

三是推动评价整合。建议改革技能评价

运行模式，全国只保留两种模式：一是用人单

位自评模式，即生产性、服务性用人单位负责

本单位技能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评价，经政府主

管部门备案的用人单位可面向社会开展技能

评价业务。二是政府技能鉴定部门评价模式，

即调整我国现有技能评价机构性质，明确各级

各类技能评价机构为公益性组织，统一实施公

益性管理，将尚未改制到位的各级职业技能鉴

定机构全部改制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并按年

度预算拨给技能评价成本经费。在此基础上，

由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统一负责包括在校

学生在内的所有劳动者的技能评价业务，确保

技能评价公益性属性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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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How to develop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current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view of this, the
research papers o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cluded i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were selected, and using word frequency measurement and knowledge graph
methods,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visual identification were conducted on the scale and growth trend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including
published journals, high⁃yield authors, 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regions, funding categories,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main research content, which reveals the level of attention to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forces, the main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research,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research. It also provides prospects for future trend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colleges;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review of researc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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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Reform Suggestions of Two Certificate System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HUANG Jingrong, LIAO Xiaolei
（Shenzhen Pengcheng Technician College, Shenzhen 518045,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presents a pattern of co ⁃ existence of two certificate
systems: 1+X certificate and "dual⁃certificate". By comparing the two, it was found that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has problems in terms of system,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with a clear trend of
decline. Although the "dual⁃certificate" system also has some problems, its legal basis is clear, it adapts to
market demand, has strong vitality, and a clear long⁃term development trend. In view of thi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hina rest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ationwide unified "dual ⁃certificate" system, reform the current
vocational skill level management system, optimize the skill evaluation model,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1+X certificate; dual⁃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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