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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宁波智能制造行业特色的“1+X”证书制度实施

推进研究
1
 

赵佳莹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针对当前职业教育远远脱离当地市场需求的问题，结合宁波市智能制造行业特色，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

Y 校推进“1+X”证书制度的案例，提炼地方特色与“1+X”证书制度融合的方法，为宁波市实施地方特色“1+X”证

书制度提供建议，推动宁波市职业教育本土化、精准化、特色化发展。 

关键词： “1+X”证书制度;理论模型;案例研究;职业教育; 

1 选题背景与意义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表达，“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

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其中，一项关键性举措就是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培养能够适应我国产业快速转型的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1+X”证书制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1”指的是学历证书，“X”则是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即是说，在学历教育过程中增加职业技能培训作为调节变量，使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加具备复合性、融通性、协同性与

终身性。同时，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基础上，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运作机制，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化”

特色。 

“1+X”证书制度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市场经济高度融合的必然产物，然而该制度的核心是要克服当前职业教育远远脱离

当地市场需求的问题。具体为以下几点： 

(1)证书建设层面，“X”证书标准难以适应当地行业标准，认可度低。 

(2)院校实施层面，将“X”证书成为新的“应试指挥棒”,忽视对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背离“1+X”证书制度和

职业教育改革初衷。 

(3)配套制度层面，培训评价组织企业垄断教材、学习资源、师资培训等，过度逐利。 

针对上述问题，宁波市 Y 校基于电商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充分结合当地智能制造业行业特色，打破传统双证制度，

摸索出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1+X”证书制度实践路径。在该实践路径下，学生 3 年平均考证通过率在 95%以上。基于学生的数

据分析技能和职业素养，获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电子商务赛项”三等奖、浙江省第十五届电子商务大赛创业创新精英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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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组一等奖；推进校企合作的惠康抖音、天猫等项目，近两年合计销售业绩达到 590 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共建浙江省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电商数据分析》、共创《网店数据化运营》新形态教材。促使 Y 校推进“1+X”证书制度的实践案例被评为全国优

秀案例，同时 Y 校荣获全国优秀试点院校等荣誉。 

本文将结合宁波市智能制造行业特色，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 Y 校推进“1+X”证书制度的案例，提炼地方特色与“1+X”证书

制度融合的方法，为宁波市实施地方特色“1+X”证书制度提供建议，推动宁波市职业教育本土化、精准化、特色化发展。 

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自 2019 年推行“1+X”证书试点改革以来，学者分别从实施“1+X”证书制度的困境和解决对策展开研究。杜怡萍认为“1+X”

证书制度实施中存在“1+X”证书制度面临综合能力呈现及评价难度大、企业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国家学分银行和资历框架

不健全、书证融通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对此，赵志群等人基于世界技能大赛试题的启发，从证书评价角度提

出“1+X”技能考试应全面理解当代社会“技能”的含义，采用真实性评价设计策略，关注行动能力，并借鉴能力测评理论开发

高质量情境性考试题目。李童燕从人才培养模式角度提出具体实施对策，即深入推进以职业技能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改革、以高职

院校为重点的“三教”改革，以及职业院校和企业命运共同体建设。杨磊、朱德全从课程体系建设角度提出实施建议。以专业群

为抓手，打造宽口径、活方向的平台课程。同时开发理实一体的实践模块课程。 

除了上述层面的实施对策，也有学者从理论模型视角展开研究。张培和夏海鹰从社会分工、制度经济学视角构建一个“1+X”

证书制度有效实施的“三元三翼三维一核心”动态平衡三角关系逻辑架构，提出实施好该制度就要坚持高质量产教融合和高质量

证书；完善“1+X”证书标准和教育教学标准；规范“1+X”证书制度的科学评价和进入退出。朱德全、沈家乐从理论视角构建

“1+X”证书制度“模糊—冲突”识别的六维分析框架，并结合内容分析法窥探该制度暗伏的模糊性和冲突程度，探讨“1+X”证

书制度执行的理论模型。研究得出以支配性因素为切入点，联动多元政策主体，从“资源驱动”“规范引导”和“功能进阶”三

维构建“1+X”证书制度执行的理论模型，以期制定好、执行好、发挥好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制度。 

然而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制度，需要密切关注当今智能化时代特征。因为智能化的发展加速了行业和职业更替的速度，

这就要求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所培养人才的就业适应能力。徐国庆、伏梦瑶结合智能化时代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提出

要实施好“1+X”证书制度，需要完善技能等级证书体系，重构学历职业教育的内容，创新职业教育办学形态，构建专业水平的

“X”选择指导体系，以及构建相应的教育管理制度。 

关注时代特征，也要关注地域特征，真正将“1+X”证书制度落到实处，让职业教育赋能地方经济的发展。何爱华以广东佛

山为例，分析了市级行业组织联合龙头企业主导的第三方技能等级认证，以“谁用人、谁考核”为原则，构建了“企业制定标准，

校企共同育人，行业考核认证”的区域特色“X”证书认证体系。该研究运用了案例研究法分析了广东佛山的区域特色“X”证书

认证体系，非常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本文基于 Y 校在宁波市“1+X”证书制度的实施案例，运用案例研究法剖析关键主体、关键驱动力和关键资源，以及各要素

之间的内在联系，搭建宁波特色“1+X”证书制度实施的理论模型，为适应宁波智能制造行业需求的“1+X”证书制度提供实施建

议。 

3 Y 校在宁波市“1+X”证书制度实施的案例分析 

3.1 案例介绍 

2020 年 Y 校申请成立“1+X”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和考核站点。对标“1+X”职业技能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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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培训评价组织机构提供的线上视频资源、题库资源开展教学。起步阶段，这种方式不仅减轻了任课教师的备课压力，而且加

深了学生对数据分析知识点的认知。考核评价方式上，采用过程性考核 40%+考证成绩 60%,激励学生加强对证书知识点的学习，

争取通过考证。在该模式下，2020 年培训 92 人，通过 91 人，考试通过率达 98.9%。 

2021 年 Y 校与当地企业合作，共建校内直播基地，承接当地智能制造类企业的直播项目。联动网店运营课程，在原“1+X”

职业技能考试大纲的基础上，重构课程内容，凸显数据分析在网店运营、直播中的应用场景与逻辑。教学资源方面在原基础上增

加了实践项目，考核评价方式不变，让学生在网店运营、直播实践中构建数据分析画面，加强对数据分析知识点的理解与应用。

在该模式下，2021 年培训 48人，通过 48 人，考试通过率 100%。 

2022 年 Y 校深挖校内直播基地实践项目，聚焦数字化运营岗位，以对智能制造产品的数字化运营作为课后实践项目。联动

网店运营、新媒体运营课程，在原有基础上完善课程内容，呈现数据分析在网店运营和新媒体运营中的应用场景与逻辑，鼓励学

生开展网店创业和自媒体创业。对标全国职业院校“电子商务”赛项的职业技能比赛，在课程内容中添加沙盘运营的数据分析项

目，强化参赛学生的数据分析逻辑。教学资源方面，在原有基础上新增校企共建的慕课视频和工作任务书。课程评价方式上，新

增企业导师对学生课后实践项目的评价，总体采用过程性考核 50%+考证成绩 50%。以上体现“岗课赛证创”的育人模式，该模式

下，2022 年培训 95 人，通过 88 人，考试通过率 92.6%。 

3.2 案例分析 

通过案例介绍，可以发现 Y 校在宁波市“1+X”证书制度实施中关键主体是智能制造企业、学校、“1+X”培训评价组织、学

生。 

关键驱动力：针对学生，学习电商数据分析知识和技能、实践数字化运营岗位、网店创业、自媒体创业、参加全国职业院校

“电子商务”赛项技能比赛、获取“1+X”电商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针对企业，获得稳定的数字化运营岗位技能人

才，减少人力成本。针对学校，通过产教融合，将企业的导师资源和数据资源融入课堂教学中，以及通过成为试点院校，实现“课

证融通”,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推动学生专业技能的增长，促进专业建设；“1+X”培训评价组织：提供考证资源，包

括师资培训、组织考试等，实现盈利。 

关键资源：“1+X”考证线上题库资源、校企共建的慕课视频、校企共建的工作任务书、直播基地智能制造产品的数字化运营

数据、学生网店、自媒体创业的运营数据、“电子商务”技能赛项比赛系统的沙盘运营数据。以上要素的内在联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宁波智能制造特色的 Y 校“1+X”证书制度实施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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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宁波智能制造行业特色的“1+X”证书制度实施的理论模型 

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得出基于宁波智能制造行业特色的“1+X”证书制度实施的理论模型。其中关键主体包含：智能制造企

业、学校、“1+X”培训评价组织、学生。 

关键驱动力：针对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实践技能岗位、主持创业项目、参加相关比赛、获取技能证书；针对企业，

获取稳定的岗位技能人才；针对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成为试点院校，实现“课证融通”,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推动

学生专业技能的增长，促进专业建设；“1+X”培训评价组织：提供考证资源，包括师资培训、组织考试等，实现盈利。 

关键资源：“1+X”考证线上题库资源、校企共建的慕课视频、校企共建的工作任务书、校企合作项目、学生创业项目、相关

比赛项目。 

以上要素的内在联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宁波智能制造特色的“1+X”证书制度实施的理论模型 

4 基于宁波智能制造行业特色的“1+X”证书制度实施的建议 

根据理论模型，从关键主体、驱动力、关键资源和内在联系四个方面阐述宁波智能制造行业特色的“1+X”证书制度的实施

建议，推动宁波职业教育本土化、精准化、特色化发展。 

4.1 明确关键主体，激活制度实施 

“1+X”证书制度实施需要明确关键主体。学校应当根据当地智能制造行业特色构建技能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并基于培养

目标明确合作企业。对接“1+X”证书和培训评价组织，联同合作企业和学校推行符合行业需求、岗位要求和适应产品特性的技

能等级认证，深化产教融合、增强和激发本土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 

4.2 塑造驱动力，推动制度实施 

“1+X”证书制度实施离不开各主体的驱动力塑造。为深化产教融合，实现课证融通，促进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学校以此

为驱动力与地方企业和培训评价组织形成合作，而地方企业为获得稳定的技能岗位人才，培训评价组织为获得师资培训和证书

考试的盈利来源，与学校达成合作，共同推动“1+X”证书制度实施。在该模式下，学生作为其中的关键主体，为了实践技能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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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习课程知识和技能、参与技能比赛、主持创业项目和获取“1+X”证书，主动配合学校、企业参与“1+X”证书学习，最终

助力学校呈现制度实施的成果。 

4.3 构建关键资源，保障制度实施 

为保障“1+X”证书制度实施，各主体可构建关键资源，提高学生学习效果。例如企业提供项目和岗位实践平台，培训评价

组织提供线上课程资源，学校提供竞赛平台、创业平台和新形态学习资源等，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激活学生的学习

潜能，在实践学习、智能学习和在线学习中，提升专业和技能水平，并创造学校成果赋能学校、企业和当地经济的发展。 

4.4 把握主体间关系，稳固制度实施 

在“1+X”证书制度实施过程中，各主体形成互利共赢、共生演进的命运共同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

协同互动，形成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共同完成当地的教育教学、素质培养、知识传递、技能提升等人才培养功能，助力当地职业

教育、生产、科研和服务的发展，深化“1+X”证书制度实施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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