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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4/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4_B8_8B_c102_224498.htm 从1987年起，信息产业部就开

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俗称为“软考

”），该考试为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培养了数10万专业技术

人才。鉴于软考证书的含金量高，特别是系统分析员的证书

，在业界具有极好的口碑，人事部[2003]39号文件规定，

从2004年11月起，计算机类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一律采用以

考代评的方式，并且取消了学历和资历的限制。根据该规定

，凡是通过软考高级资格者，可获得高级工程师职称资格，

通过软考中级资格者，可获得工程师职称资格，通过软考初

级资格考试者，可获得助理工程师职称资格。以上职称资格

获得者，不需要再参加职称评定，可由用人单位直接聘用。

各个级别的对应表，请读者参考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

资格（水平）考试暂行规定。 在2006年下半年（11月4日）软

考报名之际，为了让考生增加对软考的了解，希赛网新闻中

心记者特别走访了全国软考专家、软考指定系列辅导教材总

编、中国系统分析员顾问团首席顾问、湖南师范大学计算机

应用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张友生老师，为考生解答疑难问题。 

记者： 张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解

答考生的问题。我代表所有考生感谢您为全国软考工作所做

出的杰出贡献。 张老师： 近年来，希赛网在软考宣传方面做

了很多工作，为全国软考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

希赛网也在广大考生的心目中树立了优秀的形象，是考生了

解软考的一个窗口。能有这么多考生聚集在希赛网上反映问



题，我感到很高兴。 记者： 软考其实也是属于一种资格认证

考试，那么，这种考试与其他IT考试有什么区别呢？ 张老师

： 从性质上说，软考属于国家级的IT资格和水平考试，目前

来说，这是我国在计算机专业方面惟一的一个职称资格考试

，考生只要通过了考试，就能获得相应的职称资格，不需要

再参加职称评审。 从考试内容上说，软考所考查的范围很广

，几乎涉及到计算机专业的每一门课程，包括数学和英语，

特别是高级资格考试，不但要求考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还需要考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其他IT考试基本上是属

于某个厂商的认证，只能说明考试通过者能熟练使用某个厂

商的某种（或数种）产品而已，是得不到国家和政府的认可

的。 从考试组织上来说，软考由国家人事部和信息产业部联

合主考，各省都有相应的政府机构负责管理考试工作。而其

他IT认证考试采用的是垂直管理模式，各地加盟的都是一些

商业机构而非政府行为。但是，就目前来看，软考的组织工

作还不如其他IT认证考试，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考试分

数公布的同步性、阅卷标准的一致性、分数复查的简单性、

主管机构的办事效率等问题，都需要有所改进，才能更好的

为广大考生服务。 记者： 软考分初级、中级和高级资格三个

层次，每个层次又有很多专业。那么，考生应该怎样选择报

考哪个层次哪个专业呢？ 张老师：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报

考任何级别都没有资历和学历的限制。因此，吸引了很多专

业人员参加软考。但从近年的阅卷情况来看，考生的整体质

量在下降。 我个人认为： 以前所学的专业是非计算机专业且

目前从事非IT行业，或者是大学专科以下（含专科）的IT专

业人员，一般报考初级资格。 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且



具有1～2年工作经验的IT专业人员，以及具有丰富IT工作经

验的非计算机专业毕业人员可以报考中级资格。 在IT岗位上

工作3年以上的计算机专业本科以上毕业的人员，或者是硕士

研究生毕业的专业人员可以直接报考高级资格。 选定了层次

之后，就需要在各层次内选择专业。这需要根据考生自己感

兴趣的方向而决定，例如，考生的兴趣在网络，则选择网络

专业的考试。 要特别提醒考生的是： 第一，不要盲目选择一

些刚开考的专业。由于刚刚开考，命题专家很难把握试题难

易的度，而往往偏难，导致及格率极低。而且，新开考的专

业报考人数太少，很可能会发生变故。 第二，不要盲目跟随

报考人数多的专业（例如：软件设计师、网络工程师、程序

员和网络管理员等），因为考的人多了，合格的人自然就多

了起来，证书的价值就会降低。相对来说，在中级资格中，

数据库系统工程师和信息系统监理师报考的人数不是很多，

且又不是新开考的专业，考生可以考虑。而且，这2个专业的

行业需求在逐渐增长。 记者： 能否请您谈谈三个高级资格之

间的区别？ 张老师： 在制订系统分析师和系统架构设计师考

试大纲时，我们（中国系统分析员顾问团）就深入讨论了这

个问题。简单地说，系统分析师的主要职责在于获取和分析

用户的需求，系统架构设计师的主要职责在于设计一个优秀

的架构，项目管理师的主要职责在于管理、沟通和协调。 我

最近撰写了一篇文章《论软件架构师的角色和培养》，用了

近2万文字，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将刊登在《中国

系统分析员》2006年第1期上，有兴趣的考生可以阅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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