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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1 + X考证的发展和研究现状进行系统归纳，融合分为受体侧对职业生涯规划理

解融合和1 + X证书组织侧现状融合两方面并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重点基于毕业生主题以及企业问卷的

方式获取数据，大数据清洗与分析，得到融合中高专注度问题，并阐述了高度关注的问题与社会认可之

间的强正相关性，之后基于强相关元素分析实际应用中的不足，提出校企合作的深度、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认知的问题，最后提出提高融合的多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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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and 1 + X certification. The integr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the integration 
of receptor side understanding of career plann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1 + X certification organ-
ization sid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m; the focus is on ob-
taining data based on graduate themes and corporate questionnaires. Big data cleaning and anal-
ysis are conducted to identify high focus issues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strong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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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highly focused issues and social recognition is elaborated. Based on the anal-
ysis of the shortcoming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 depth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students’ awareness of career planning are proposed. Finally, multiple measures to improve inte-
gration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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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职业教育的多样化发展，“自我”的制定和实施变得越来越重要。推动大学生多样性职业教育

以及可持续的素质提高，政策层面有许多的方案，其中“1 + X”证书制度被普遍认为是最被看好的创新

之举措，各院校完善并贯彻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制度，以促进其有效实施。1 + X 证书还处于探索期，其

从证书标准制定，学校组织方、学生职业选择方都是首次接触，在政策上，存在模糊区，需要通过数据

研究来验证与阐述内在的关联，指导其良性发展势在必行，制定方、执行方都有很远的路要走。目前，1 
+ X 证书制度相关的文献研究内容主要是 1 + X 证书制度政策研究 [1]，调研内容从多个角度进行讨论，

包括 1 加多的考取证书制度的认识，对试点过程中的背景、思路和实施路径，“1”与“X 证书”之间的

衔接，以及应注意的问题等；有些文章主要讨论了如何与 1 + X 体系下的课程建设、教材开发、教师队

伍建设等重点问题 [2]，还讨论了职业教育质量如何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如何提高等“课证合一”问题；1 
+ X 体制下各专业的教学改革、培养与评价 [3]，主要从“X”证书评定标准的制定、评定体系以及信用银

行的科学性等方面展开论述。 
大学生职业规划是指大学生根据自身职业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和制约因素，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能

力特长、已确认的职业起点，结合职业发展所处阶段，在综合分析和权衡的基础上，在内在动力的驱动

下，结合个人发展状况和社会组织、提出相应职业发展目标的基础上提出的职业发展目标 [4]。拟订大学

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的工作计划、教育计划、培训计划和达成目标的行动计划。职校学生的职业

规划是大学生群体的一个特殊的类别，有学者也对其做了针对性、差异化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创

新创业背景下的一些学生职业规划教育制度建设进行研究 [5]。1 + X 证书对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调

研尚没有学者涉及。有效地融合 1 + X 证书与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可以积极指导大学生重新审

视自己，从自身视角审视与挖掘自我个性特质、知识能力、当前资源优势和未来可发展的资源优势，对

自己的学业目标和职业方向有一个科学准确的定位 [6]；能够引导大学生了解各类职业对人才能力和素质

的要求，为实现学业、就业、创业的顺利对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起点和支点，促使大学生规划好

学习和生活，使学生的角色与职业转换障碍降到最低，以达到职业准入标准和职业发展要求。那么对于

研究 1 + X 证书对接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就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了。 

2. 概念界定 

职业生涯理论发展具有从点到面的特征，美国职业指导专家柏森斯提出职业–人匹配理论，心理学

家霍兰德提出倾向理论，以及施恩提出的职业锚理论，从职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发展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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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理论阐述。后期大量学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职业生涯规划是人生不断探索和发展的长远计划。从

人力资源一致性原理解释，各题职业生涯与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是相互影响的，其为多理论的融合，学生

依据每个阶段特性理论来完成不同职业生涯任务。首先明确职业与职业生涯的区别，为两种不同的概念，

其中，职业是基础，有极强的针对性。职业生涯是一个非静态，其是变化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主动性与极强的时间空间影响，其动态过程体现在职业选择、职业目标。其中职业生涯规划的前行军与

基石是职业选择，职业生涯规划的关键点是职业期望的定位，选择是基于一种种类来界定 [7]。本研究范

畴为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本研究对象为接受 1 + X 考证并且已经就业的职业院校大学生与 1 + X
考证制定方、组织方，其中 X 即为职业选择方向。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调查是通过获取上海某学院自开展 1 + X 考证开始的学生资源，依据问卷的形式，

将数据通过脱敏处理，提取职业生涯规划与 1 + X 考证相关的信息。对企业端 1 + X 证书相关情况，收集

整理 10 加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通过多方面设计问卷，收集问卷并整理，之后对数据进行清洗。针对考证

与职业生涯规划融合的理念，对每一项有效问卷的试题采用 1 到 5 的分数来表征考察项状态，将学生职

业生涯评价–企业问卷分数采用模型线性拟合，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判断，职业生涯规划与 1 + X 考证内

在的强相关性。 

4. 社会调查 

4.1. 学生职业盛业规划调查 

 
Figure 1. Questionnaire design of student career planning 
图 1.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调查问卷设计 

 

对某学院 1 + X 考证实施近三年已毕业学生进行跟踪调查，设计《1 + X 证书的大学生生涯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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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总共包括 43 道问题，从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出发，分为基本情况、规划影响

因素、选择 1 + X 考证关注点、入职半年后企业对其认可度(自评)和职业生涯行为等五方面展开调查。针

对所有问题分为最高 5 分，最低 1 分的方式评价。共发送 240 份问卷，有效问卷 240 份，其问卷调查设

计结构见图 1 所示。 
职业生涯规划行为分为以下几类：职业选择、定位及对自己未来职业清晰规划。同时需对期望岗位

有非常明确的认知 [8]，岗位的认知体现在岗位薪资、社会声誉、劳动强度等方面。 
归纳以上分类，在问卷中，将职业生涯相关问题进行拆分，分为职业规划认知度、职业目标定位清

晰度、职业选择清晰度三方面，将三部分问卷分数进行统计，并将其分数求均值，分数在 3 分以下的占

总样本的 77%，自我评价能达到 5 分只占总样本 5%。从对 1 + X 认知度、导师业务能力、企业或机构投

入度、职业生涯规划清晰度和企业或机构知名度等五个方面做数据分析。如图 2 所示，从学生的关注度

出发，统计问卷数据。横坐标为样本编号，共计 240 份有效样本；纵坐标为学生关注度，分为 1 到 5 的

五个关注等级，分数 5 表明学生最为关注，分数为 1，说明学生最不关心。通过图 2 可以总结出：企业

或机构投入度、导师业务能力与 1 + X 考证的认知度是学生最为关注的方向。同时，对关注度从高到底

排序，依次为企业或机构投入度、导师业务能力、1 + X 考证的认知度。 
 

 
Figure 2. Cloud map of students’ attention points 
图 2. 学生关注度点云图 

 

 
Figur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elf-rated enterprise acceptance and 1 + X certificate recognition 
图 3. 自我评价企业接受度与 1 + X 考证认知度相关性分析 

 

对于主观度排名靠前的问题，通常对个人主观认识与选择产生深远影响。从多维度对学生状态进行

调查，也总结出其最高关注点，有正向促进也有负向阻隔。此文看重于研究对职业生涯规划产生正向引

导的因素点。故对多项多角度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寻找关注点分值高低与自我评价企业接受度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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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如图 3 所示，提取对 1 + X 考证认知度数据，再将此数据与自我评价企业接受程度做相关性

分析，可以直观看出其正相关性。随着学生对考证的认知度的深入，其更容易融入专业工作中，而认知

度偏低的学生，对专业或者职业没有清晰的认识与规划，势必影响其就业质量。 

4.2. 企业调研与访谈 

对十家企业或机构进行文件调查，针对所有问题分为最高 5 分，最低 1 分的方式评价。共访问企业

与机构共计是 10 家。从证书标准开发现状、企业用人需求、证书获得者岗位胜任反馈三点出发，主要关

注标准制定、投入时间、硬件与软件投入程度，校企合作深度，学校在实施过程中的参入度 [9]。同时将

学生最关注的问题点，对企业端进行调研。结构图如下图 4 所示。 
 

 
Figure 4. Enterprise survey and interview question design 
图 4. 企业调研与访谈问题设计 

 

调研与访谈十家单位，每家单位会服务于多家学校。从而针对问卷，会给出多组结论，此文按照反

馈问卷的单位分组，在组别中将公司的投入度、校企合作深度、学校参入度与胜任反馈值进行单独对比，

并求其平均值四舍五入，得到以下图 5 所示曲线，发现公司的投入度、校企合作深度、学校参入度与胜

任反馈值有强烈的正相关。当公司投入不到位、学校不能将考证相关事项以及导师培训资源配置完备，

那么学生进入工作岗位的评价分数会受到质的影响。另外，从前文对学生的调查中，可以知晓影响职业

生涯规划的最关键因素是 1 + X 认知度、导师业务能力、企业或机构投入度。基于以上三点的实际现

状调查显得尤为重要。本问卷从企业与学校侧进行调研，发现现状并不理想。当前普遍评价偏低，受

制于多项影响因素，前期对学生的宣传力度、导师培养、以及校企合作上没有高的评分，平均分低于

3 分。 
 

 
Figur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chool-enterprise engagement and students’ work competency 
图 5. 校企投入度与学生工作胜任情况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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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分析 

1 + X 证书制度的推出，正是考虑到高职教育自身的特点，在制度设计上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给予了

更多的关注。通过学历证书夯实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基础，通过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技

能，增强学生从事职业活动所需的综合能力和个人职业发展能力。以 1 + X 证书体系为职业导向的教育

教学改革持续推进，学生未来的职业方向和职业群体的发展、相互依赖程度更高，学生的职业发展目标

也更加清晰。 

5.1. 明确了就业评价强相关项 

从学生自我评价来分析，影响其事业成功的强相关因素是 1 + X 认知度、导师业务能力、企业或机

构投入度；从企业侧分析，就业单位评价最高的是公司的高投入、校企的深入合作、学校参入深度高。

对比学生与证书制定侧两方面的调查结果，这三点非常契合。充分证明 1 + X 考证能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下去，首先要提高学校侧的职业就业教育、导师培养，同时证书制定方在保证标准统一的前提下，深入

学校与就业市场，发挥主动能动性。证书制定方站在就业的前沿，既需要考察市场，同时又需要联结高

校，做好培训与引导的作用。而校方作为学生与培训方的桥梁，需要提供良好的平台，创造学习与考证

氛围，做好教师导师队伍的建设 [10]。特别是市场需求转变极快的专业，导师需要做好实时学习的准备。 

5.2. 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有待提升 

从以上调研数据分析，职业生涯规划培养会直接影响到就业评价指标，其系统培养就尤为重要。从

目前大多数高校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的教育现状来看，没有较为详细的大学生职业规划方案，或仅限于

关注毕业生在就业合同方面的困惑，或仅限于偏向“先就业再择业”的态度，在大的阶段有一个初步的

职业规划课程，在毕业前有一些短暂的形式化的指导，或者偏重于指导根据学生性格特点进行职业选择，

造成学生在就业发展上的差强人意。首先是职业规划，如何做好引导，不会导致对专业的困惑，特别是

职业规划的专业学习是在一年级 [11]，而经过四年的学习，它的个人对专业的认识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而 1 + X 考证，又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此，在专业的学习中，我们应该对专业进行重新了解，并且

要求大学生在大学四年中，分别规划好早中晚等不同时期的职业规划，以便更明确自己的就业去向；在

做职业发展规划方案时，不能过分依赖于老师、助教或辅导员的建议，要与自身特点相结合，紧跟形势

发展，再作打算，这是应有的进取心；其次，大学生在了解自己最真实的职业需求和竞争优势的同时，

也应该在实践中主动地让自己置身于社会，在实践中求得真知，知行合一，创造并获得验证机会，为自

己的职业生涯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只有先入为主，才能在证书的选择或者未来的岗位上不会手足无措。

1 + X 考证其实正好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机会，学生在 1 + X 考证的专业选择过程中，去重新审

视自己的优势与兴趣，同时在大二、大三成长过程中逐渐接触企业的宣讲以及老师的指导，利用当前网

络的便利性更早、更深入的熟悉行业需求以及未来可能的就业方向。从大一入校初期的职业规划，到大

学四年，时间维度上得进展，不断有新的想法，也会逐渐成熟。在整个成长过程中，1 + X 考证一直是贯

穿其中的，并且没有时间限制，而校方可以利用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优势，实时与持续的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制定专业教学，可以在 1 + X 考证选择之前，设定一定课时的职业规划课程，设定构建以职业生涯名师工作

室为载体的复合型师资队伍。并将 1 + X 考证理念融合到师资队伍的建设中，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在 1 + 
X 考证之前做职业生涯规划讲座，让学生对自己的长期规划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5.3. 针对 1 + X 证书，校企合作深度不够 

大学生学历证书的获取是有完整的教学体系，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专业方向的定位、课程细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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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知识由浅入深的难易分配、考试评价标准等多维度的全方面的标准，因此，1 + X 证书的颁发与学

历证书的颁发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而作为 1 + X 考证制度的“X”证方面，需要做好承上启下的衔接 [12]，
1 + 1 大于二的效果，职业院校还需要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进行深入沟通。“X”职业资格证书所包含的

职业技能范围、等级、层次、评定标准由多个主体共同确定，职业培训机构对学生的专业基础状况需要

学校与企业的配合，对企业行业的用人标准也需要与学校进行沟通，以便对企业行业需求的人才规格进

行更好的了解。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仅仅是形式上的，在专业设置、课程建设、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等方面，企业参与的很少。职业培训机构与企业和学校之间，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

并未形成良性的交流、衔接和合作。这就造成了“1 + X”证书制度实施主体之间的不和谐配合。针对这

些困难，从调研以及前期学者的反馈来看，有极大的挖掘空间。提高学校的工作深度，就避免不了更多

的投入，就会带来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是通过分析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1 + 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目标

是：为实现校方、指导老师、学生三方共同发展，增强院校办学适应性，增强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和技能

教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第一，推动机构的发展。试点实施的过程是职业院校对照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的要求，不断优化专业办学条件、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的过程。1 + X 证书体系为职

业院校带来了行业企业广泛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通过对标建设，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将显著提高，

职业院校获取行业最新技术、最新信息和最新标准的难度大大降低。第二，推动教师队伍的发展。职业

院校专业教师要先把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吃透”，使自己的技术技能水平与行业发展保持同步，才能适

应学生技能培训的需要。随着试点的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书证融通研究能力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通过职

业技能等级标准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教学内容、教学资源等方面的融合进行实践探索。三

是促进学生发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其标准的出现，促进了行业内教学内容与企业岗位人才需求的高

度对接，为职业院校提供了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新视角和新方法，解决了职业院校教学内容与企业需求

对接难的问题，为职业院校在专业领域细分领域实现对学生的等级评价提供了保障。 
企业端的深入主要体现在校企合作。1 + X 证书制度要求高职院校在更加注重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和技

能鉴定能力的同时，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助推职业教育优质发展。因此，高职高专在职称评定、

职务晋升、绩效分配等方面适当拉开“双师型”教师与普通教师的差距，同时在项目申报、进修学习、

技能培训、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倾斜，发挥鲶鱼效应 [13]，不断增强教师转型发展的动力，促进整个教师

队伍的良性发展，让“双师型”教师与普通教师形成良性竞争，让“双师型”教师而企业方做好标准制

定以及专业方向的把控。分析当前市场专业倾向，提高 X 证书含金量，最终获得社会认可，充分体现面

向劳动力市场需求与教育系统人才供给的适应性，通过培训与考试快速映射到校方，让校方与学生能第

一时间了解到专业动向。让学生兴趣点与当前社会给定的方向时刻保持同步，利于学生的因材施教。减

少因为各种因素导致当前专业和证书之间会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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