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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成本研究
梁　晨　夏林中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摘要：1+X 证书制度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重要特征，是重要的制度设计和重大改革举措，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拓展就业本

领的重要抓手。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将标准建设与教学内容以及迭代的

科技发展相挂钩，做持续性的更新与完善。本文围绕 1+X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成本问题，旨在深入分析证书考核成

本的所有构成项目，界定考核成本的各主体责任，明确科学的成本计算方法，创新体制机制，从而制定出一套“一揽子”解决方案解决

1+X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成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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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作为职业教育大省和强省，1+X 证书的试点工作稳步推

进。自 2019 年 1 月国家颁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提出实施 1+X 证书制度以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X 证书”）数量大幅增加，由首批的 6

个增加到第四批的 447 个。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在广东省开展以

来，已率先组织本省学生多批次参加全国试考，确保了传感网应

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工作稳妥推进。传感网应用开发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作为物联网技术领域第一本 X 证书被开发，旨在

提升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区域经济，促进物联网产业发展。

使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培训标准具有强实操、强就业导向等特点。

一、现状分析

传感器网络作为一项新的网络已广泛引进入社会各个方面，

产业界一致认为将对 21 世纪产生巨大影响力。已应用和潜在应用

的领域包括：建筑物监测、环境监测、医疗器械、军事侦察等。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传感器网络将遍布我们的生活环境，

从而实现“计算无处不在”。基于此，2020 年教育部第二批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批准了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该证书

聚焦于数据采集、通讯协议设计等工作领域，培养技术人才，促

进物联网产业发展。

培训评价组织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

政部办公厅关于推进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教职成厅函〔2019〕19 号）的要求，编制

了 X 证书考核费用标准。从执行情况看，部分 X 证书的考核费用

标准超过《关于在院校实施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成本上限设

置方案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教职所〔2020〕2. 号）

规定的成本上限，而且培训评价组织与考核站点对于考核费用标

准和分配情况存在一定分歧。

1+X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下简称“1+X 传

感网证书”）在广东省试点共有高职院校 14 所、中职院校 4 所。

2021 年全年开展全国统考共 4 次，每次考试安排 2 天 4 个场次。

全国共 9107 人参与考证，相较于 2020 年增长 87.5%。

1+X 传感网证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以

下几点：证书考核过程成本构成科目不明确；涉及成本的主体责

任界定不清楚；决定证书成本的可变范围与决定性因素不清晰；

证书硬件平台的建设、折旧的成本计算归口模糊等。

二、考核成本论证

根据《指导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落实在院校实施的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成本上限设置方案及相关说明的通知》（教职成

厅函〔2020〕11 号）精神，本文通过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电子信

息与通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建跨校多元的项目团队，对深

圳、广州、佛山、江门、韶关、珠海、中山等粤北、粤西、珠三

角地区几十家高职院校和区域市场开展调研，发放调查问卷给广

东省内申请 1+X 传感网证书考点的负责人，收集证书考核成本的

相关资料，同时参考其他省份已核定方案，形成论证意见如下。

（一）方案总体原则

按照“控制总额，核定基线，双方协商，保障运转”的原则，

1+X 传感网证书考核成本严格控制在《公告》规定的考核成本上

限内。

统筹资源、创新考核方式、充分运用在线考试系统、在线阅

卷系统等软硬件设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考核成本。考核

成本涉及科目较多，其中选题出卷和试题印制等成本支出，可以

通过在线考试系统的线上选题出卷和无纸化考试功能，免去人工

投入和试卷印制成本。根据证书初级、中级、高级考核难度，实

操设备操作复杂程度，投入的人力资源等差异因素制定不同考核

等级的考核成本标准。

（二）总体费用标准

根据《公告》中的标准：“考核形式主要分为四类，包括纸

笔考试、机考、基于一般实训设备和场地的实操考试、基于特殊

要求实训设备和场地的实操考试。试点期间，四类形式考核成本

原则上分别不超过 200 元 / 人次、300 元 / 人次、500 元 / 人次、

700 元 / 人次。若为混合型考试，则根据各类型考核分值所占比例

确定成本上限”。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形式

为：理论机考占 30%+ 基于一般实训设备考核占 70%。按照《公告》

的标准计算，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等级证书的考核成本上限是：

300 元 / 人次 ×30%+500 元 / 人次 ×70%=440 元 / 人次。

（三）具体考核成本科目

1+X 传感网证书考核包括理论机考和实训设备考核，考核成

本涉及科目 14 项，包括考务保障类 6 项，其他类 8 项。按照考核

成本科目分担的机构类别分为由培训评价组织承担的 7 项、考核

站点院校承担的 7 项共两类。

培训评价组织承担的考核成本科目为试题数据开发、选题出

卷、试题印制、评阅试卷、证书制作发放、考评员劳务、考试系

统技术支持与运维；考核站点院校承担的考核成本科目为考点租

赁、报名、考点布置、监考考务、器材调试、耗材、安全保卫，

其中考点租赁属于其他类，其余 6 项属于考务保障类。

（四）考核成本支出范围和标准测算

广东省 1+X 传感网证书考核成本核定及确定证书报考收费标

准，是一项敏感和充满技术性的工作，涉及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 1+X 证书制度试点协调组织、广东

省试点院校以及培训评价组织等机构。既要保障“基于准公共物

品的政府主导和成本补偿原则”，又要保障各方利益；既要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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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又要依法行事，保障资金安全、科学、有效运行。以下为

具体科目论证过程。

1. 试题数据开发

试题库开发是开展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制度的基本保障。因此试题库是鉴定工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工

具。理论、实操的试题内容不应刻意要求数量，而要既能体现出

职业技能等级考核要点，又要全面对被考核者进行技能鉴定测量。

这就要求在试题开发时要有不同的侧重点，涵盖试题开发工作人

员大量的实地考证工作。1+X 传感网应用开发的试题数据开发在

每次组织全国性统一考试前，行业专家和资深教研专家组成的出

题专家组联合保密出题。鉴于初级、中级、高级的出题难度和参

加考试的人数有差异，所以费用标准相应允许存在差异。该科目

成本可以按照每年每一等级的预计考试人次来测算。每一等级出

题套数乘以单套成本，平摊至每一考试人次。

2. 选题出卷、试题印制

目前考试出卷的算法有较多研究成果，例如遗传算法、动态

抽题算法、蚁群混合算法、智能算法、人工鱼群算法等。可充分

利用开源考试系统基于以上成熟算法自动选题出卷。同时，使用

成熟的在线考试系统和在线评阅试卷平台阅卷，免于印制纸质试

题，这两项科目成本可以缩减至零。

3. 评阅试卷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核形式为：理论机考

+ 基于一般实训设备考核。其中理论部分的阅卷可以由在线评阅

试卷平台自动评阅试卷，理论机考成本缩减至零；实操部分的阅

卷由考评员在阅卷平台上下载考生源代码，根据考试题目要求做

好设备模块之间的连接，同时根据考生答案中的云平台配置截图

文件，配置云平台参数，然后将考生答案源代码扫写至设备不同

模块中，验证考生提交的答案结果，并根据相应的步骤和评分标

准进行判分。评阅试卷费用支付给参与阅卷的人员。该科目成本

可以按照每年每一等级的预计考试人次、每例实操部分阅卷的时

长来测算相关成本。每一等级每次实操阅卷的时间乘以考试人次，

分配到评阅试卷教师测算具体工作日数目，工作日数目汇总计算

评阅试卷成本，平摊至每一考试人次。

4. 证书制作发放

培训评价组织下载等级证书并发送印刷厂印制，完成后加盖

培训评价组织公章和钢印并快递给考核站点，由考核站点负责人

签章后分发给考生。不同等级证书成本相同。成本包括印制及快

递费用，平摊至考试人次。

5. 考评员劳务、监考考务费

考评员劳务为考试时省内各考核站点督考和现场考评员劳务

费用。督考负责监督现场考试；现场考评员负责实操设备异常鉴

定。监考考务为考场监考产生的劳务费用，不同等级，费用相同。

根据考试人次计算考试场次，汇总计算现场考评员、督考和监考

人次和成本。平摊至每一考试人次。

6. 考试系统技术支持与运维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考核中实操部分是考生在考试

系统上使用多种工程软件和实操设备配合操作答题，对考试系统

的要求高，为此培训评价组织与第三方考试系统平台联合开发了

专门支持传感网应用开发理论和实操考试的系统，支持考生在线

答题、答案远程回收、在线平台阅卷等功能。在每次考试时，第

三方考试系统的技术支持人员随时待命解决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维护考试系统正常运行。收取的考试系统技术支持与运维费用，

用于考试系统的开发费用分摊及技术支持与运维费用。此部分费

用由培训评价组织测算开发及维护成本，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结合

当地实际，指导培训评价组织依据上限公告及其说明，基于集体

谈判理论确定费用标准，达到双赢的目的。

7. 考点租赁、考点布置、器材调试、安全保卫

考点租赁，包含考试产生的场地维护、设备折旧、水电支出

等租赁成本。不同等级考试，考点租赁费用相同。考点布置，包

含布置考场环境、张贴考场桌贴、门贴、考生名单、考生须知等

产生的材料、劳务费用。不同等级的考试，考点布置费用相同。

器材调试，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场为实操场地。

器材调试费用主要包含考前器材调试、网络技术支持等劳务费用。

不同等级考试，涉及到的设备模块和器材调试复杂程度不同，相

应的费用标准也存在差异。安全保卫，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的安

全及后勤工作费用。不同等级的考试，安全保卫费用相同。四个

科目成本可以按照每一等级预计考试人次来测算。根据考试人次

计算考试场次，汇总计算考点租赁、布置、器材调试、安保成本。

平摊至每一等级考试人次。

8. 报名费、耗材费

报名费为院校组织学生通过教育部 1+X 证书服务平台报名，

发放准考证、实操考试工位号码等产生的劳务费用。耗材费为考

试过程中实操考试设备耗材损耗等产生的成本支出（包含专用连

接线材、专用螺丝、扎带等易耗品）。不同等级的考试，考试报

名费相同，耗材数量不同故耗材费不同。由培训评价组织测算成本，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指导培训评价组织依据上限公

告及其说明，基于集体谈判理论确定费用标准。

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结合广东省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成本核定工作开展实际情况，论证了 14 个科目

成本明细，明确了成本计算方法，界定了考核成本的各主体责任。

三、总结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市场实际岗位需求为依

据，与校企共同探索多元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基于 1+X 证

书制度，学生能够时时更新和学习行业最前沿的新技术技能，在

师资培训上引入企业高级专家参与培训教学过程，强化教师的素

质水平，帮助学生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创业。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针对 1+X 传感网证书的 14

个方面的成本科目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与分析，确定了一套合理且

卓有成效的 1+X 传感网证书成本测算方案，为 1+X 传感网证书的

成本确定提供了有效支撑。

参考文献：

[1] 李德平 .1+X 证书制度下 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考证

试点的研究与实践 [J].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0（1）：5.

[2] 曾升科，蒋世军，王伟伟 .X 证书考核费用标准的问题审

视与优化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分析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27）：6.

[3] 钱娴，戴建华，叶东 . 江苏省域内 X 证书考核费用标准的

实证研究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34）：4.

[4] 王从明 . 汽车专业领域“1+X”证书制度试点探索 [J]. 汽

车实用技术，2020，45（21）：3.

[5] 周建军，张锦惠 . 物流管理 1+X 证书制度试点的运行逻辑

与实施探索 [J]. 职业教育研究，2020（12）：5.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第一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

成本论证研究项目（JGWT2021X11）；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项

目（ybfz20022）；2020 年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级信息化与

教育教学改革融合项目（深信院〔2020〕101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