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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混乱的职业资格认证市场，国务院重拳出击。2007年12

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清理规范各类职业资格相关活动的

通知》，并要求清理工作今年4月30前完成。与此相呼应，本

月，在全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会议上，中组部、人事部相

关负责人宣布：今后各地各部门在考试录用公务员时，不得

再实行资格考试。我国为何会出现职业资格考试之乱？又乱

到何种地步？近日，本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考证。跟风 

一人手握十余资格证 每年的岁尾年初都是职场人士的“跳槽

”高峰期，也是各种职业认证的泛滥期。“学业证书＋职业

资格证书”的双证组合目前已成为求职者的必要装备，招聘

求职展会也已经演变成各种职业认证的“血拼”战场。 为了

增加“含金量”，应届毕业生也会尽量拿“双证”或“多证

”。毕业于一所普通大学的周女士，在北京工作已经有4年的

时间了，回忆起大四的下半学期说：“当时看见别人考了，

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多拿点证，万一用上就没白花钱。毕竟艺

不压身，管它有没有用，先考个证再说。” 说着，周女士拿

出来大小不一、颜色不同的证件十余本，摞在一起足有20厘

米高。记者看到，里面除了几个专业证件，还有“涉外秘书

资格证”、“广告从业资格证”、“健美操证”等。但讽刺

的是，她现在从事的工作却和其中任何一个证书都没有关系

。 “这些证的费用基本上都是300块钱，培训上课的时候也是

可去可不去，考试全部是开卷，现在看来，跟直接花钱买个



证没什么分别，但当时就是乐此不疲。”周女士说，找工作

那段时间，她就装着这些证每天奔走在各个公司单位的招聘

部门之间，“去广告公司吧，人家说这个证不行，去公关公

司吧，人家说那个证没用，理由都是与他们承认的认证单位

不符。到头来几乎除了毕业证、英语四级证、学位证之外没

用到别的，钱也白花了。”她说。 职场“拼证”毕业生跟风 

据了解，在大部分中职院校中几乎“全民考证”，但由于各

个部门组织考评的证书五花八门，很多学生并不清楚考的是

什么证，有什么用。 据《2007-2008年中国培训市场分析及投

资咨询报告》统计，中国每年有将近1亿人参加各式各样的培

训，其中近80%的人参加的仍是工作技能等方面的中、低层

次培训。每年有将近1000万人参加会计、烹调、美容美发等

方面的培训，有将近500万人参加英语培训。而各种假证带给

学子的损失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有关专家提示，参加职

业资格认证的学员一定要认清认证机构。国务院刚刚发布的

清理通知中也要求，“对社会通用性强、专业性强、技能要

求高的职业（工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由国务院人

事、劳动保障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职业标准，

建立能力水平评价制度（非行政许可类职业资格）。” 培训

。乱象 高利润催生海量培训公司 伴随考证热而来的是，各种

声称是权威部门、具有发证资历的组织或机构如雨后春笋般

的出现。仅以上海为例，就有超过3300多家培训公司，各种

认证证书更是五花八门，其中，外语、电脑、管理营销居多

。 记者在谷歌搜索引擎上键入“资格认证”后，竟有约三百

零二万个项符合查询结果，多数网站还声称自己是国家某某

部门特批承认，具有权威性的认证。而行业内部的认证名称



之多，差距之微，即使是业内人事恐怕也很难说清楚。 

《2007-2008年中国培训市场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指出，截

至2004年底，我国培训业的产值已达2000多亿元，而且正以

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行业净利润甚至已经接近1000亿元

。面对这样的市场潜力和丰厚的利润回报，各种机构、组织

自然会为之心动。 拿流行的电脑培训来说，请两个人，买几

台电脑，就可以办班了，大街上也随处可见电脑培训的广告

和招牌。不管有没有经过资质认证，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办培

训，市场之混乱可见一斑。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咨询顾问公司

，本来没有培训资质的也办起培训，只要没人管，就一直培

训下去。 非法机构声称免试拿证 除了各种合法机构颁发的证

书，一些非法组织和个人也在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趁机违规办

班。打开一些培训类网站，五花八门的认证广告中，经常可

以看到“无需考试”、“免试拿证”、“通过率高达92%”

等“诱人”字眼。某学院职业技能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类黑培训机构，经常将招生广告发到教室、寝室，诱骗在校

学生。他们与正规培训机构最大的差别就是，发的只是培训

证，并非是资格证书。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伪认证大致

有以下特点： 其一，主办认证单位纯属子虚乌有，在国家民

政部也没有注册。有的是借国外某些机构的名义；有的是通

过中介机构在香港或境外注册一个机构进行认证。而这些机

构的真伪一般人往往很难查证。 第二，主办认证单位虽是合

法社团，但涵盖内容却与认证项目无关；还有证书下面的公

章与钢印不相符。 第三，主办认证单位对外宣称自己属于某

某部委或机构，而事实上该单位要么是拐了几道弯的“孙子

”辈，若论级别尚不到处级；要么是通过找“门路”与某机



构下面的秘书处或办公室负责人私下交易挂靠，而上边的领

导并不知情，也不支持。 高端认证价格高质难保 值得注意的

是，乱认证的现象不单体现在低端认证，目前在高端认证领

域同样问题多多。例如心理咨询师、理财规划师、项目管理

师等认证。 所谓高端认证，一般有以下特点：培训价格高，

动辄几千元到上万元培训费；管理比较严格，比如全国统考

；参加者以白领居多；持证者多属于薪水比较高的行业，比

如理财师基本都从事金融工作。 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第一

，发证机构多，如有劳动部、海外的、国家的、高校的等等

；尤其海外的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在相关部门备案，均

不得而知；第二，权威性无从考证；第三，培训水平参差不

齐，高端培训一般都有对参加者的资质要求，比如本科以上

，从事该行业多少年，但是，一些机构在招生过程中往往随

意许愿，放松要求。来源：考试大 对此，有关专家建议：培

训者在花几千或者上万的培训费之前，最好向国家权威部门

，比如人事部或者劳动部咨询，问清楚是否合法或者被国家

认可。 对此，《通知》指出，凡是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或国务院决定设置的行政许可类职业资格，予以保留并向社

会公布；除此以外的其他各种行政许可类职业资格予以取消

，如确有必要保留，由国务院人事、劳动保障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统筹研究，按程序通过修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或形成

国务院决定予以解决，或调整为非行政许可类职业资格。 发

证。博弈 某些协会、地方乘机捞钱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职

业资格设立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国家来制定职业资格标

准，这也就是所谓的行政许可类职业资格。比如，律师资格

、医师资格与建筑师资格等。由于上述职业资格关系到公共



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没有职业资格将不能从

事上述行业。 第二种是根据归口管理，由各种行业协会、学

会来做的非行政许可类的职业资格，也就是能力资格，如营

销师、人力资源师等；第三种是各个地方、企业自己设立的

职业资格。人事部相关人事表示，目前，问题出的最多的就

是各种行业协会和地方自行设立的职业资格管理上。 有业内

人士透露，和国外比之，我国的各种协会、学会有其特殊性

，它不是行业联盟，而是行政体制改革后的产物。带有政府

色彩，但又不是公务员。需要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于是很多

协会就会包下一个职业资格的牌子，把标准草草拿出来，收

钱，培训，考试，发证。这也是导致各种职业资格混乱状况

的根本原因。 更有甚者，有些地方上的部门、机构，乃至企

业，还会以各种职业资格为名随意举办考试、培训、认证活

动，乱收费、滥发证。记者了解到，在武汉市，2006年仅就

人才管理师、计算机营销、武术教练等就开始单独在地方实

施门类繁多的职业资格；在连云港市，当地就在本市范围内

出台过一个农机作业方面的农机经纪人职业资格。"#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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