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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7_A7_8D_E7_c123_281885.htm 考考考，做学生就

得过考试关；证证证，要显实力就得验明“证”身 与往日“

被迫”参加各种考试不同，眼下许多大学生自愿报名参加各

种并不作要求的证书考试英语口语证、软件工程师证、普通

话等级证、导游资格证、国家司法考试证以及物流证、驾驶

证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日前与温州大学联手展开调

查，结果发现，除计算级一二级、英语四六级证书外，三成

学生手中持有一本以上“非必要”证书。“考证热”一方面

是学生自我提升的体现与就业危机的流露，另一方面也拷问

着扩招后大专院校毕业证书含金量的流失。 驾驶证挺吃香 本

次调查由《关注》栏目与温州大学就业处联合执行，发放调

查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24份。在考证问题上，同学们

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 在第一道“你已考取了哪类证书”一

栏上，除常见的英语四、六级以及计算机省一、二等级考试

证书外，与商务贸易有关的职业经理人证书、外贸单证员证

书、报关员证书，与IT行业有关的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

资格和水平证书、ACCP软件工程师证书，以及普通话等级证

书、国家司法考试证书等等，不胜枚举。 填得最多的则是驾

驶证。在回收的124份问卷中，有27名同学已考取，还有9名

已通过交通理论考试，只等参加路训。 此次调查显示，学生

持一本以上“非必要”证书的为54人，比率达27.4%。拥有三

本证书的有14人，最多一人拥有四本证书，分别是驾驶证、

秘书资格证、国家计算机三级证书以及外贸单证员证书。如



果加上英语四级和计算机省二级，这名学生一人拥有六本证

书。 学生显然并不认为自己拥有的证书已经足够。在“如果

可以，你还想拥有什么证书？”一栏中，许多同学填下了英

语以及计算机方面较高等级的证书。除此之外，与商贸有关

的资格证书、与国家机关就业有关的职业证书，都成了学生

们“觊觎”的目标。 考证也有“集体攻关” 学生的“考证热

”让人有些措手不及，两三年前几乎没有学生知道“单证员

、报关员”，今天已成了挂在嘴边的“常用词”。几年前有

学生考取驾驶证还算是件新鲜事，如今却已是司空见惯。 “

我们班今年按报考的项目不同，成立了英语、计算机等多个

考证兴趣小组。”温州医学院信息管理专业2004级学生杨继

委告诉记者，虽说今年他们才大二，学习很紧，但还是成立

了兴趣小组讨论报考种类、交流考证心得。现在不少同学行

动起来，在正常学习之余加紧相关知识积累。杨继委告诉记

者，他起初对考证并无太多兴趣，但看到同学纷纷报名，觉

得自己不参加也会掉队，他于是报名参加温州市计算机等级

考试，以便为接下来报考全国高等级计算机考试“热身”。 

记者采访中发现，相比低年级大学生，高年级大学生考证现

象更为普遍。温州大学商学院大三学生李啸告诉记者，他们

班很多同学都报考了报关员、单证员以及英语口语等级考试

，比他大一届的同学已有不少人拿下不止一张证书。他目前

也报考了初级英语口语，但最想要的是高级口语证书。李啸

坦承这张证难度很大，但他会在下学期向这张含金量很高的

证书发起冲击。 驾驶证始终也是学生关注热点之一，如今大

学生抱团考驾照屡见不鲜。杨继委说家里如果能给予经济支

持，他也想在假期内把“本本”拿到手。医学院信管专



业2002级学生陈令则告诉记者，他们班25名学生，如今拥有

驾照的接近一半。“考驾照一半是自己驾车，另一半也是着

眼于找工作。”陈令这样告诉记者。 会不会“热坏”学习主

业 大学生热衷于考证，是否会冲击正常课程学习？ “其实不

少考证也是能融入到正常课程学习中去的，英语口语和计算

机就不用提了，比如职业经理人以及单证员的考证，它某种

程度上其实是对现有课程的深化。”温州大学商学院学生刘

文静认为，考证其实能拓宽知识面，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

持同样观点的学生还认为，只要时间安排得当，考证其实是

给自己多设置一个目标，多添加一种动力。 然而，学生“考

证热”并非没有隐忧。温州大学与温州医学院老师告诉记者

，一部分学生报考证书，学习的确被拖了后腿，少数的甚至

期末考试亮起了红灯。两所高校老师认为，大一大二文化课

程安排很紧，学生课业负担比较重，而且还有英语跟计算机

等级考试等着学生，如果此时去报考与课程关联不大的证书

，那么学习难免会顾此失彼。 “高校遇到的考证问题使一些

学生往往对本专业并不太感兴趣，比如商学院学生喜欢主持

播音、喜欢旅游业而报了普通话等级证书、报了导游证，由

于专业‘跨度’大，正常的学习很可能落下。”一位高校负

责人表示，目前学生跨专业考证现象还普遍存在，而且有少

部分学生对考证认识还存在一定误区，盲目求多求高，没有

有的放矢，到头来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寻寻觅觅“敲门

金砖” 针对学生中存在考证热、甚至盲目考证的现象，学校

纷纷加以引导。温州大学就业处综合科科长朱启鑫老师认为

，大学生考证应从工作需要，以及自己感兴趣、愿意从事的

行业发展出发，不能为了考证而考证。温州医学院就业办公



室主任彭红蕾老师则认为，学生考证切忌舍本逐末，学好功

课才是最重要的本分，特别像法医、临床医学等专业性很强

、就业面较窄的学科，学生就应安心学好功课，除了招考执

业医师资格证以及药剂师证外，其他“非必要”证件学校并

不鼓励报考，毕竟对医生来说最重要是医术，而不是其他。 

但对于英语、中文、工商等专业，学校的态度则倾向于支持

学生利用空闲时间考取证件。朱启鑫认为，这一类专业毕业

后就业选择余地相对较大，比如英语专业学生，教师、翻译

、外贸、导游等等都可以选择。“专业有万金油性质的，学

生如果手头有一本高级口语证书或是ACCP软件工程师这类含

金量较高的证书，那么毕业找工作无疑多了一块‘金质敲门

砖’。”朱启鑫认为。 “眼下各类证书鱼目混珠，学生们在

选择报考时应加以甄别。”有关人士同时也提醒，眼下各种

证书多得让人有点分辨不清，一些证书含金量并不高。而不

少学生热衷报考热门证书，以为热门证书一定就好，其实，

有些热门证书是阶段性“流行产品”，只是由于广告效应而

暂时红火。因此大学生考证前，一定要对证书的开发机构、

考试内容、证书市场口碑等方面有所了解，否则吃亏的只能

是自己。 不能把“宝”全押证上 学生考证热一方面是学生的

自我提升，另一方面则是高校扩招后大学生毕业面临的空前

就业压力。 “较早以前，父母就常告诉孩子以后要想在社会

上立足，就得掌握英语、计算机、汽车驾驶‘三件宝’，这

话虽有些片面，但很有道理。从某种意义看，眼下大学校园

里的考证热，其实是学生应对社会压力的主动之举，同时也

是扩招后学生竞争加剧的一个表现。”教育界有关人士认为

，眼下学生热衷考取各种证件，其实意味着学生最主要证件



毕业证书的贬值，这是高校扩招后的一个无奈事实。不过，

教育界人士也认为，考证热如果引导得好，对学生的就业以

及自身素质提高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证书的最终诉求是成为

求职利器，用人单位又是如何看待？温州人才市场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眼下学生应聘时都习惯将一摞证书摆出来，但从

用人单位的反馈来看，有时过多显示多方能力，反而会模糊

求职重点。在实际招聘中，很多用人单位虽然也在意证书，

但他们最终更注重实际应用能力。瑞安一家企业人事部经理

告诉记者，他们年初招了一名持有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

资格和水平证书的毕业生，结果在实际操作中，发现该生基

本的制图能力很弱。鹿城一家外贸公司负责人今年招了一名

英语六级的毕业生，但在与外商沟通中，这名学生口语并不

强，经常“卡壳”涨红着脸，让她和老外都一脸茫然。 “很

多时候，拥有证书并不意味拥有实际应用能力，有些证书更

多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教育界有关人士认真提醒，随着

如今持证人数不断增加以及用人单位用人观念的转变，各类

证书甚至大牌证书并不一定就是求职的“灵丹妙药”，因此

，大学生不能把“宝”全押在考证上，更应学好基础课程、

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提升。 ■相关链接 考证，你热他也热 温

州大学生存在“考证热”，杭州、宁波等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杭州有关部门在一次摸底调查中发现，学生参加各种各样

的考证几乎成了“必修课”，课程较宽松的高年级大学生甚

至出现“集体攻证”现象。大学生热衷的证件，主要分为四

类： 1：通用型证书：如计算机等级证书、大学英语四六级

证书及大学四六级口语证书。这类证书虽然大部分学校已经

取消了与学位挂钩的规定，但是它们依然被用人单位看重，



因此也成为大学生考证的首选。 2：英语能力证书：如托福

（TOEFL）成绩证书、雅思（IELTS）成绩证书、英语中高级

口译资格证书等。此类考试需要过硬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是打算出国留学及赴外企工作的大学生首要追逐的对象。 3

：IT能力证书：如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证书

、ACCP软件工程师、微软系统管理员（MCSA）证书等。随

着电脑与网络在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高素质IT技能

往往成了求职者的一把“利刃”。 4：职业资格类证书：如

报关员证书、单证员证书、物流师资格证书、国家司法考试

证书、导游资格证书、公务员证书等等，主类资格证书范围

最广，种类最多，学生选报其实也是最花心思的。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