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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X”证书制度的校企合作思考与实践 
朱兆朋  张蒙蒙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协同育人是我国职业教育不断深化改革的方向，进一步推动校企
合作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而如何解决三方协作育人的束缚依然是高职院校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根据济南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经验，思考三方在协作育人中所起的作用，并以学校物流管理专业为例，论述在合作育人的过程中，融入“1+X”
证书制度的思考，以进一步促进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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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的校企结合模式是指根据产业结构、技术结构、

企业发展、市场需求等需要，对人才规格、专业设置、课程和教学

内容、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进行联合研究，以及共同承担相应教

育管理工作的办学模式[1]。学校与企业协同育人一直是我国职业教

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国家不断推进的改革方向。近年，我国各

部门先后出台了《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

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文件，针对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提

出针对职业教育全方位的改革思路，不断推动建立政府、企业和学

校进一步合作，共同进行人才培养机制的制订。而解决教育三方合

作育人的羁绊、深化办学组织机制改革、推进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

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2019 年我国印发了《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部署启动“学

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以下简称“1+X”

证书制度）。《方案》对 “1+X”证书制度进行了详细说明，确定

了试点的范围、目标、任务和内容，明确了评价培训组织机构、试

点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强调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学历证

书相结合。“1+X”证书制度的推出，是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进

一步深化，为解决校企合作的束缚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也是政

府、企业、学校三方共同育人的“交集”领域。 

一、三者的作用与定位 
1.企业是校企合作的主体 

高职教育应该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企业是

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构成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发展必须符合产业发展需求，最

能体现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是人才需求的主体，必然会成为校企合

作的主体。但是现在高职院校培养的应用型人才常常无法满足用人

企业的需求，导致了企业很难招到需要的人才，而高职院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的局面，校企双方没有明确各自定位是原因之一。企业的

需求是企业存在的动力，学校在与企业合作中应重视企业需求，并

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共同合作制订人才评价标准、培养计划。 

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若干意见》是过去 “学校是龙头，企业是基础”的校企合

作理念的进一步明确，它指出在校企合作育人过程中，行业、企业

应当参与全过程，而且企业起主体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再次确认了校企合作中企业的主体作用。 

2.学校是校企合作的平台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内容与企业

生产实际不匹配；实训指导老师缺乏企业一线工作经验，与企业生

产实际脱节等问题[2]。根本原因是学校与企业对接不够、缺乏沟通

和各自为政。校企合作育人中，学校应明确自己定位，应积极为企

业提供所需的课程、师资等资源，为企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政府、

学校、企业应共同协商，一起制订培养方案、教学内容、实践标准、

教学和评价方式，共同培养学生，不断完善校企合作育人体系[3]。 

老师和学生是学校、培训机构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校企合

作教学体系的践行者，是企业发展思路的实践者，从这个角度看，

学校在校企合作中扮演者类似平台的作用。企业需要的是具备行

业、企业最新理念、前沿技术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人才。因此学校必

须把企业需求根植于学生的实践项目中，进行有效的教学成果转

化，从而提升学生适应职场的能力。 

3.政府引导校企合作 

2018 年，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中指出，政府引导行业、企业、学校参与共

同育人，确定了政府的引导作用。政府的引导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3.1 对企业和学校的作用 

政府引导并推动给予校企合作政策支持，建立健全服务平台，

制订保障机制。针对企业人才需求与企业需求不匹配问题，政府引

导教育部门、行业部门、行业协会共同制订人才评价标准，并定期

发布市场人才需求预测。同时行业加强对教育教学的指导也需要政

府的支持，行业协会对校企合作的监督指导可以促进专业教学内容

与技术进步和生产实际一致。 

3.2 对行业协会的作用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行业协会的指导作用的确立离不开政府引

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共同努力推动指导标准和制度的完善，让

行业组织承担创新机制的职责，提升其指导能力。各职业院校积极

吸收行业专家进入学校，对学校学术、科研和专业建设进行指导，

主动邀请行业、协会、企业专家对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专业

设置审核、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教学质量评估等方面进行指导。 

二、“1+X”证书制度的提出与作用 
2019 年，教育部批准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随着“1+X”

证书制度工作的推进，将会推动各高校进行教学改革，相关专业对

课程体系进行重新构建。 

我国国内产教融合的发展，经历了初步探索、多样化创新和不

断深化三个阶段[4]。“1+X”证书制度的推出，是职业教育不断深化

的结果，需要结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来进一步落实。“1+X”证

书制度是我国职业培训与认定、技能人才和就业创业的重要环节，

是促进政府、企业、学校深化协同育人的关键，是职业教育与技能

培训的有机融合。这也需要各高职院校在教育教学中不仅要教授本

专业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相应的职业技能。而对于职业技能证书

来说，等级越高，社会和市场认可度越高[5]。随着“1+X”证书制度

提出，它所制订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的权威性、代表性还需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继续推动提高，从而消除社会各阶层对其认可度、含

金量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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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情况向高校项目负责人进行阐述说明，高校根据获取的信

息来制定贴合乡村实际的内容，为乡村发展提供指导。在思政基地

建设后，高校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总结经验中发现不足，避

免出现重复性错误。在思政基地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也应委派经

验十足的工作人员高度配合这项活动，使高校帮扶政策落到实地的

同时，能发挥基地服务和育人的双重作用[8]。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促进乡村全面发展的根本之策。高校作

为人才培育的重要阵地，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敢于面对不足，同

时也要看到其可行性，积极改革创新，完善思政教育体系，培养学

生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的情操，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乡村

振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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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证书制度考核标准应该符合企业需求，由企业主导，

行业监督，学校实现是最可行的路径之一。随着“学分银行”制度

的提出，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

累和转换有序展开，这给了校企合作更强的操作性。学校和企业可

以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计划中体现对“1+X”证书的重视，将证书

与学分挂钩。校企双方合作成立的培训机构，在进行训“1+X” 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时，对已经接受过职业院校学历教育，并取得

毕业证书的学生，在参加相应的证书考试时，可免试部分内容。这

些措施给了“1+X”证书制度更大的成长空间。 

政府 

学校 企业 1+X 证书制度 

校企合作 

学生培训、员工入职培训、社会培训、证书考核 
 

图 1 三者关系图 

三、校企合作融入“1+X”证书制度的思考 
美国学者 Henry Etz-kowitz 和荷兰学者 L.A.Leydesdorff 通过

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模型，对学校、政府、企业三者的角色

进行了阐述，这是对三者关系进行的比较详细的论述[6]。 

 
图 2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合作体系思路 

“1+X”证书制度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同时提出了新

的挑战，它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政府、院校、企业三方面的共同努

力。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在济南市教育局指导下，

与京东、顺丰通过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订教学目标，共

同进行教学管理等多种方式加强协作，三方统筹安排教学、实训、

实习、就业，实现全过程协同培养。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案中融

入物流管理“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连锁企业门店运营管理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内容作为人才培养标准，实现专业教学与“X”证

书融合。并建立“行业协会、企业、学校、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学

质量监控、评价、培训机制。邀请合作单位、协会、一线工作人员

讲授实践性课程，按照行业协会、企业制订的“1+X”证书标准考

核评价学生并颁发相关证书。在合作过程中寻求拓展合作范围的路

径和服务社会人员的方法，使学校真正成为企业价值链中的一环，

探索出一条新的校企合作模式。  

参考文献： 
[1]金辉. 高等职业教育深化校企合作的应然路径[J]. 教育

研究, 2010(4):4. 
[2]李校堃, 李鹏. 地方高校推进产教融合的策略与思考—

—基于温州大学的分析[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8(4):5. 
[3]刘建平, 宋霞, 杨植,等.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共建高

校实践教学体系[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9, 
038(004):230-232,245. 

[4]祈占勇，王羽菲.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政策的变迁与展望[J].中国高教研究，2018(5):40-46. 

[5]康达. "1+X"证书制度下技能培养效果评测指标的研究[J]. 
教育科学论坛, 2020(18):4. 

[6]徐继宁. 国家创新体系:英国产学研制度创新[J]. 高等工
程教育研究，2007，(02):35 -39 +71.  

课题：2021 年全国商科教育科研“十四五”规划课题（编
号：SKJYKT-21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