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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2/2021_2022__E8_87_AA_

E8_80_83_E7_BC_98_E4_c67_152711.htm 近日，记者从教育部

获悉，今年将在自考中首开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其中专科

中的6门课程将以资格证书形式出现。继电子商务、餐饮管理

等自考专业与行业和部门资格证书的“联姻”后，劳动和社

会保障专业也将把劳动和社会保障资格证书列入考试大纲。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已经有两万多名自考学生通过了市劳动

局的12个专业的职业资格鉴定考试，取得了资格证书。这部

分学生的资格证书将在自考开考的相应12个专业中被换算成

学分，毕业时将拥有“学历证书 职业证书”，为毕业生增加

就业机会找到比较好的出路。北京市自考办高福勤主任介绍

，教育部的有关领导提出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并重是自考未

来的重要发展方向。自考与资格证书相结合，学生在通过学

历考试规定的科目后即可以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同时获得国家

承认学历的毕业证书。从而使自考与职业资格证书率先有机

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达到了相辅相成。 

尝试：北京自考“打头阵” 高主任说，北京实际上是这种结

合的率先尝试者。1998年市教委、市劳动局等有关部门借鉴

德国职业教育“双证书”模式，从北京市最热门的需求岗位

排名前20位的职业中，挑选了6个作为自考与职业资格相结合

的第一批专业，推向了自考学生。但当时的招生情况并不好

，据负责招生的老师回忆，仅仅有127名学生报名。这种情况

的出现与当时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技能教育的认识不到位有关

，高主任说，在国外取得职业准入资格的职业教育也是教育



的一种类型，其实考大学成为研究性人才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的惟一出路，改变这种观念也需要一个过程。 接受：自考向

就业延伸形成优势 北京教育考试院教育考试指导中心的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在已经开设的12个与职业资格结合的自考

专业中，近几年报名的学生人数都在6000人以上，其中2002

年达到了8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这部分在校学生的总数有3

万人，其中北京生源占87%左右。可以说北京的学生已经逐

渐接受了这种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究其原因，就业市场就是最有效的“指挥棒”，该负责人说

， 来自就业的激烈竞争自然会使学生做出选择，特别是对于

本身在学历上并不具备优势的自考学生来说更是这样。比如

有一位通过这种模式毕业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现在就在联

想集团的下属公司内负责一个项目的研发，当他被企业选中

时，虽然还没有获得自考学历文凭只有职业资格证书，但他

已经具备了实际操作技能，用人单位因此选择了他。自考与

职业资格的结合，使学生有了明确的岗位定位，在学习过程

中职业资格培训使学生熟悉了未来的岗位，与就业紧密结合

真正发挥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持有职业技能证书，在就

业方面就可以有优势。 挑战：高学位低就业与生源缩水 记者

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自考与证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不断

发展的环境下，也面临着挑战。据了解，去年招收的生源就

已比前年大幅度缩水，各个高校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扩招和重

视分流了不少学校。其次，出现了高学位低就业和低学历高

就业的不平衡现象，如人才市场最稀缺紧俏的数控应用技术

专业，在招生时却少人问津。高主任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

关键在于用人单位缺乏明确的选择人才标准，学历教育提供



的也不是能够从事这个职业或行业的证明，急需职业资格和

行业准入制度来弥补这个空缺。随着证书制度的不断完善，

形成岗位需求的就业市场后，双证书人才的优势将更加明显

。据悉，结合未来人才需求的形势，北京市自考办正在积极

筹划新的自考与证书结合专业，预计在不长的时间内将有多

个新专业出台，其中包括2008年奥运会急需的物流管理和地

铁运营管理等专业。相关链接： 北京市自考12个结合资格证

书的应用技术类专业包括：计算机应用专业；市场营销专业

；文秘专业；导游专业；网络技术应用与服务专业；饭店管

理专业；装饰艺术专业；智能建筑控制技术专业；汽车应用

技术专业；数控应用技术专业；物业管理专业；餐饮管理专

业。(李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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