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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教育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培养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方面。1 + x
证书制度正是为了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一种人才培养方式。基于1 + x证书制度的产教融合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将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相结合，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导向，紧密对接行业企业

需求，培养相关应用型人才。本研究以1 + x证书制度为背景，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理论、能力本位教育理

论等，深化对产教融合的理解，并采用多元化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通过在M高职院

校和企业的实践和研究，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构建和校企融合贯通型教学模式上着手，提高职业

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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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novative technical talents.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s a talent training 
method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an application-oriented models for talents cultivation, which 
combines academic education with vocational skill level certificate training, is guided by serv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losely connects with the needs of 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cultivates rele-
vant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With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as the background, this study deep-
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by introducing human capital the-
ory and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theory, and adopts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research. Through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improv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team, 
curriculum system and school-enterprise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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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当前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为高职教育体系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中国对各行业技术技能型人

才的需求日益增加[1]。2020 年教育部印发了相关文件，要求职业院校要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

促进书证融通以及产教融合，创新职业教育组织形式[2]。1 + x 证书制度为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合作、

提高职业教育的育人质量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在 1 + x 证书制度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能够充分发

挥政府、企业和学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形成校企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不断优化人才培

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3]。本文从产教融合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对 1 
+ x 制度人才培养实施过程的调研，结合人力资本理论、能力本位教育理论等，分析总结中国高等职业院

校人才培养的可能途径。同时，采用案例研究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为推动高职院

校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提供可参考的途径。 
在 1 + x 证书制度背景下，有关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应用，国内一些学者和研究

机构也开始逐步深入研究关于 1 + x 证书制度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杨

莉通过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的工作汇总报告为基本数据进行统计，发现问题分布在证书认可度不高、

政府责任管理不明确、试点院校硬件、软件条件不够充分、书证难融通的关键环节等四个方面。而于大

胜等人专门就高职院校食品类专业 1 + x 证书制度试点现状进行了整理，他们对食品类专业现行“x”证

书的国内试点院校和证书考取情况进行了统计，认为证书数量少、相关颁发证书的机构权威性不够、双

师型教师量足质不优等仍是困扰食品类 1 + x 证书扩大推广的主要问题。马紫薇以山西省某所重点职业技

术学校为例，分析考证意愿、课证融通、证书社会认可度等方面的发展仍然是主要问题。大多数学者对 1 
+ x 证书制度是肯定的，但是 1 + x 证书制度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评价组织的监管、教育部门的管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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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师资与硬软件实力、课证融通的建设等几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降低了社会对于 1 + x 证书的认可

度，同时也降低了学生考证意愿的强烈程度，最终导致对“x”证书有效性的质疑[4]，这也是本文需要进

行研究的问题点。 
国外一些国家在产教融合和 1 + x 证书制度方面也已取得不错成果。目前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德、美、日、英等国积累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自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第一种是德国的双

元制，要求职业教育由联邦主导，标准全国统一，结合校企需求，通过统一的考核，即可获得技术证书，

学位证书以及企业培训合格证书[5]。第二种是美国的社区学院，允许学生根据爱好兴趣选择课程，并鼓

励公营企业的参与[6]。第三种是日本的产学官模式。学校的职业教育由国家管理，企业的职业教育由企

业自己管理[7]。第四种是澳大利亚的产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学习与工作的循环模式打破传统的先

学习后工作的教育界限，该模式倡导终身学习，允许各阶段的人群按需要去进行学习[8]。由此可知，国

内外在产教融合和 1 + x 证书制度方面的研究现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本研究在收集有关 1 + x 证书和产学结合人才培养的文献资料以及对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政策相应实

施的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广东省的 1 + x 认证职业学校和相关汽车企业进

行实地调查和访谈。通过整理调查数据，发现 1 + x 证书试点下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深

层原因，并且通过分析问题综合研究结果，从学校、政府和企业的三个方面角度提出针对性的可行性探

讨和解决问题的措施，为产教融合视域下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参考。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为高校

1 + x 证书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帮助高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产教融合贯穿应用型人才，促进国

内职业教育 1 + x 证书制度背景下产教融合的推进与发展。 

2. 理论基础 

2.1. 人力资本论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与贝克尔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的根源可追溯至经

济学领域的探索。依据这一理论，物质资本指的是诸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土地、货币及其他金融

资产等具体物品上的资本投入；而人力资本则是指投资于生产者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的费用，以及他

们因接受教育而放弃的收入(即机会成本)，这些投入和成本转化为个人所具备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管

理能力以及健康状况的总和。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提升的重要性。在职业

教育领域，通过 1 + x 证书制度推动产教融合，可以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该理论为理解职业教育

在提升个人技能、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累积的

主要途径，学生经过一系列的培养后获得知识、技能、知识、素质的整体提升，人力资本也获得增长，校

企合作的根源就源于此。因此，在“1 + x”证书制度下校企合作应该更为紧密，学校、企业更加注重协

同作用，共同提升学生的能力，提升人力资本[9]。 

2.2. 能力本位教育论 

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CBE)是指围绕职业工作岗位所要求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组

织课程与教学的教学体系。也是把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作为职业技术教育根本目的的教育思想。在西方

国家比较流行。通常采用 DACUM 课程开发模式。制定明确、具体的行为化教学目标，作为实施教学的

依据和评价学生的标准。其体系中的个性化教学能适应学生不同情况和特点，最终使学生都能达到预定

的职业能力水平。能力本位教育理论强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根据职业岗位的需求确定教育内容和方法。

在 1 + x 证书制度背景下，该理论为构建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对应的课程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

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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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结 

通过分析人力资本论和能力本位教育论的来源及内涵，有利于结合理论核心观念，分析在 1 + x 证书

制度背景下产教融合贯穿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实施策略。 

3. “1 + X”制度下产教融合贯穿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 

3.1. 新能源汽车企业人才岗位能力需求调研  

3.1.1. 访谈提纲设计 
本次访谈了广东粤东地区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调研企业包括三类，新能源汽车 4S 店、汽车修理厂和

汽车美容店，包括位于汕头市潮阳区的广汽本田合荣店、广汽传祺汕头金仪店，位于揭阳市普宁市的长

安汽车茂华店，位于揭阳市榕城区的东风日产恒泰店，位于汕头市濠江区的一汽大众裕丰店；位于汕头

市潮阳区的途顺汽车维修店；位于汕头市龙湖区的兴宏汽车美容养护中心。调研的企业以及访谈人员信

息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statistics of interviewees 
表 1. 被访谈者的基本情况统计 

序号 访谈企业 性别 访谈人物及职位 

1 广汽本田合荣 4s 店 男 刘师傅 

2 广汽传祺金仪 4s 店 女 杨经理 

3 长安汽车茂华 4s 店 女 王店长 

4 东风日产恒泰 4s 店 男 赖主管 

5 一汽大众裕丰 4s 店 男 廖经理 

6 途顺汽车维修店 男 林老板 

7 兴宏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女 李主管 

3.1.2. 访谈结果分析 
本研究共对 7 个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访谈的提纲由 5 组问答题组成，归纳整理，得出以下

记录。 
1) 对于是否在招聘中看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企业意见不一。有些企业认为该证书代表实操能力强，

但更多企业更注重实用性。实际招聘时，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考核来筛选适合岗位的员工。 
2) 在“1 + x”制度下，企业与高校合作更注重满足岗位需求的员工和国家政策，其次是运营和员工

成本。因此，企业更关注员工能力和利益最大化。 
3) 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实操能力方面具有较强优势，但理论知识相对薄弱。应平衡理论与实践教学，

提供更多学习资源和机会，并通过校企合作和职业规划指导帮助学生提升能力和素质。 
4) 职业院校应加强对新能源汽车专业学生的培养，学生进入企业时通常缺乏相关经验，因此需要接

受最新工作流程的培训，了解最新技术和流程等。 
5)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建议加强培养目标的定位，增加班级数量以满足企业需求，

优化课程设置，强化学生的实操能力，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实习时的上手能力。 

3.2. 广东省 M 职业院校教学现状调查 

3.2.1. 问卷调查设计 
问卷主要由辅导员或教师负责发放和回收。共发放问卷 5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428 份，占问卷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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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5.6%，包括了教师问卷 145 份和学生问卷 283 份。无效问卷 72 份，占问卷总数的 14.4%。学生问卷

和教师问卷的 1 至 4 个问题主要涉及个人资料，包括学生性别、年级和专业以及教师学历和职称等；第

5 到 7 题主要考察课程开发的现状和教学培训现状，包括教学内容与考核联系情况、教学安排、培训形式

和教材来源；第 8 至 11 题调查了考评体系建设现状，包括考核难度和通过率反馈等情况。 

3.2.2. 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了解 M 高职院校 1 + x 证书实施下课程情况，本研究重点分析了 5 组数据，具体内容如下： 
(1) 日常课程安排统计 
根据对 283 名学生进行的“1 + x”试点项目日常课程安排的调查，54.06%的学生表示理论课程占课

程时长的比重最大；42 名学生表示理论课程占课程时长的比重最大；88 名学生表示理论和实践课程的安

排大同小异，占学生样本总数的 31.10%。这些数据表明，职业学校试点课程中，实践课程的比重还有待

提高(表 2)。 
 

Table 2. Schedule of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courses 
表 2. 实践课与理论课课时安排 

指标 频数 百分比 

理论课 153 54.06% 

实践课 42 14.84% 

理实一体化 88 31.10% 

总计 283 100.00% 
 

(2) 教学内容与证书考核内容联系程度  
根据 283 名学生的反馈(表 3)，182 名学生认为日常教学内容与认证考试内容“关联很大”，占 64.31%；

89 名学生认为日常教学内容与认证考试内容 “关联一般”，占 64.31%。另外还有 12 名学生则认为“毫

无关联”，占比 4.24%。可见，专业日常教学内容与“1 + x”证书考核有一定帮助，但整体联系还需要再

加强。 
 

Table 3. Students’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tificates and teaching content 
表 3. 学生对证书与教学内容联系看法 

指标 频率 百分比 

关联很大 182 64.31% 

关联一般 89 31.45% 

毫无关联 12 4.24% 

总计 283 100.00% 
 

(3) 教师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形式 
145 名教师的培训形式为：听行业专家教授培训的有 23 人，占总样本量的 15.86%；有 18 人是通过

线上培训，占比为 12.41%；还有 76 人是跟岗培训，占比最多，为为 52.41%；剩余 28 人通过企业培训，

占比 19.32%。这就说明：在总体上，教师的技能任教培训形式大部分为跟岗培训(表 4)。 
(4)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难度调查  
在对即将毕业的职业学生的调查中，有 52 名学生(占 18.37%)认为评估专业技能水平“很难”，63.96%

的学生选择了“一般”；比例最高；而选择“容易”的有 50 人，占比 17.67%；可见考核难度较中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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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able 4. Forms of teacher skills training 
表 4. 教师技能培训形式 

指标 个案数 百分比 

听行业专家教授 23 15.86% 

线上培训 18 12.41% 

跟岗培训 76 52.41% 

企业培训 28 19.32% 

总计 145 100.00%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exam difficulty survey 
表 5. 考试难度调查分布 

指标 频数 百分比 

很难 52 18.37% 

一般 181 63.96% 

容易 50 17.67% 

总计 283 100.00% 
 

(5) 高职学生技能考核通过率反馈情况 
在参加职业水平考试的 283 名学生中，有 67.84%的学生表示已经通过考试，共计 197 人；另有 86 名

学生(占 30.39%)没有通过考试。可见，1 + x 证书考试通过率还是较高的(表 6)。 
 

Table 6. Distribution of feedback on passing rate 
表 6. 通过率反馈情况分布 

指标 频数 百分比 

通过 197 69.61% 

不通过 86 30.39% 

总计 283 100.00% 
 

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发现高校在师资、课程建设和设备引进方面有待加强，而新能源汽车企业面

临人才需求的不确定性，因此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毕业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直接反映

了课堂学习的效果，因此需要实施培养改革，加强校企合作，提高毕业生质量，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

求。 

4. “1 + X”证书制度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在推动职业培训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深化企业与教育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形式成为实现目标的重

要途径。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总结发现了高校在产教融合和人才培养的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 

4.1. 政府顶层设计不到位 

当前，“1 + x”证书制度主要依赖政府教育政策的倡导，缺乏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权威保障。顶层设

计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实施框架、管理运行部门尚未确定，配套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导致实际问题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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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使得“1 + x”证书制度的实施环境不够成熟，效果不尽如人意[10]。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快推进职

业教育资历框架建设，在制定“1 + x”证书制度相关政策时，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填补空白领域，进一

步完善政策内容，确保该制度的顺利实施。 

4.2.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不完善 

目前，大多数高校存在师资短缺和教师素质不高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改

革。高职院校的教师多来自普通高校，培训形式不一，部分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导致对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考核指导能力不足，教学与实际需求脱节。在开展“1 + x”证书制度背景下的人才培养过程中，难以

适应企业岗位要求。另外，一些院校在实施“1 + x”证书制度时，未能根据证书考核要求调整课程设置

和教学内容，导致培养出的学生所学技能与岗位需求脱节[11]。同时，由于教学费用有限，实训设备不足

或更新缓慢，与社会最新的实践知识产生了脱节。 

4.3. 校企双方协同动力缺乏，精准培训难度大 

校企合作是提高职教机构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的关键。企业作为人力资源供给方，拥有丰富的管理

经验。尽管国家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但企业与高职院校之间缺乏沟通与合作，导致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的动力不足，双方形成了严重矛盾[12]。一方面，企业缺乏对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的了解，担心

参与会降低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希望获得更多经济收益，对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双方利益

矛盾，难以实现真正的校企合作。 

4.4. 产教融合保障机制不健全 

产教融合不仅是一种资源分配的过程，也是教学制度的重构。产教融合保障机制包括利益驱动机制、

政策驱动机制以及人才驱动机制等等。目前我国大多数的高校，产教融合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相关的

发展模式也停滞不前。实际上，我国尚未出台明确界定产教融合方式以及校企双方责任与义务的法律法

规，也没有专门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评价与监督，这样缺少产教融合保障机制，因此导致校企双方参与

兴趣不大，产教融合的质量难以衡量，不利于高素质人才培养[13]。 

5. 进行可行性路径探讨及应对措施 

职业学校与企业合作实现利益共享，是制度、技术、资源、人员一体化的具体行动[14]。本研究在“1 
+ x”背景下对产教融合贯穿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深化校企合作人才培

养模式的对策建议。 

5.1. 政府部门需做好统筹规划和制度设计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指出，教育管理部门应着力发展高水平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工作，

推进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制定。作为管理者，主管当局必须首先对专业能力水平认证给予充分授权和社会

认可度[15]。政府可通过举办各种培训、讲座、培训班等活动，让企业了解“1 + x”证书制度下的人才培

养要求，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同时，政府应加强对职业学校办学质量的监管，建立健全的评价体系，

明确学校在“1 + x”证书制度下的办学定位、目标和模式，加强对职业学校的指导和管理。 

5.2. 高校实施人才模式改革 

教学和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重要工作。对学校而言，人才培养是目标。职业院校要从实际需求出发，

有针对性地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16]。首先，在日常设备管理方面，高职院校要定时与企业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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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引进更新设备；在生源方面，要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该证书制度，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职业院校要加强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课程资源开发、教学质量监控等工

作，学校要积极选派教师到企业中开展技术服务和短期培训。 

5.3. 校企合作，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企业的参与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支柱，产教融合需要依据校企实际情况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定位培养目标、开展课程建设模块、实施教学计划和考核评价标准，做到专人、专门、专事、专议、

专项[17] [18]。 
首先由企业分析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和素质要求以及培训内容。校企共同开发职业培训教材和

课程体系，将企业真实岗位任务与课程内容相对接。其次在实践方面，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结合企业

项目开展实践教学，学校支持企业员工参与教学并指导学生实训，同时积极派教师到企业进行技术服务

和短期培训。最后，企业应完善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评价机制，完善内部激励机制。 

5.4. 推动产教融合制度变迁，提高各相关主体出台保障政策的积极性 

为解决产教融制度保障机制不足的困境，需解决产教融合制度变迁问题，提高各相关主体出台保障

政策的积极性。第一，政府可通过实施类制度安排，如出台《校企合作举办产教融合保障制度实施办法》

《产教融合保障政策章程制定办法》等，为学校和企业制定产教融合规章制度提供依据和参考。第二，

为增加地方政府基础制度，需要推动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人。中央政府需要通过法律手段

增强落实产教融合保障政策的强制力。中央要从法律层面来推动产教融合制度，可出台产教融合实施法、

产教融合促进条例等具有立法性质的文件，通过法的表现形式明确产教融合的保障制度及相关法律政策，

进一步增强中央政府对产教融合保障政策的强制力[19]。 

6. 总结 

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高职院校的数量越来越多，这要求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作出改

革。“1 + x”证书制度是高职院校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种新思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各高职院

校也在积极探索产教融合的途径，但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本研究通过对广东省 M 高职院校和几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当前“1 + x”证书

在院校的实施情况与企业人才岗位需求是否匹配，从而发现高职院校在“1 + x”证书下产教融合人才培

养存在的实际问题，并且试图提出应当如何解决高职院校“1 + x”证书推行中的这些难题。总结分析认

为在推行“1 + x”证书制度下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主要面临的困境有：1) 政府顶层设计不到位；2) 校企合

作不足；3) 高校自身问题；4) 评价机构缺少权威性。 
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对该研究和学习仅限于职业院校的某些学科，没有相关的实践经验，目前的研

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产教融合，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为培养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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