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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X 证书制度专项研究 2020 年度课题指南

为深入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部署，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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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文件要求,着力通过专项课题研究、协同创新，为 1+X 证书制度目标

任务实现、重点难点问题解决提供科研与智力支持，特制定本指南。

申请人可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选择申报，指南选题如下。

1.“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功能、定位、效

力和话语体系研究

主要内容：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系统梳理技术技能人才

评价制度、评价模式改革脉络，聚焦对技术技能人才评价维度、内

容、方法等方面的改革，研究提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功能、定位

和效力，明晰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复合型技术

技能人才、国家资历框架、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培训评价组织等概

念与内涵，建构 1+X 证书制度作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制度的话语体

系和基本语境，为 1+X 证书制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建议。

研究周期：1 年

预期成果：论文 3篇(在 CSSCI 核心库来源期刊发表至少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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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或合著）1 部；研究报告 1 篇（不少于 5 万字）。

2.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接职业标准和教学标准的机制研究

主要内容：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中实行学历证书和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相结合的理论依据、实践寻证和教育学价值；1+X 证书制

度与原“双证书”制度对比研究，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证书制度的比较研究；在职业院校实施“1+X”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研究提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接国际先进标准、对

接职业标准、对接院校教学标准的运行机制和政策建议。

研究周期：10 个月

预期成果：阶段性研究报告、总报告、论文、专著。论文 3 篇(在

CSSCI 核心库来源期刊发表至少 1 篇)；专著（或合著）1 部；总研

究报告 1 篇（不少于 5 万字），阶段性研究报告不少于 2篇。

3.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效力和待遇落实的实施路径研究

主要内容：梳理国外资历框架制度发展脉络，结合国内实际，

通过调查分析，厘清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

研究提出院校内和院校外实施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备同等效力和

待遇、行业企业和用人单位切实兑现相关待遇的具体政策与保障机

制，相关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等具有同一效能的具体实施路

径。

研究周期：10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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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研究报告（不少于 5 万字）、证书效力和待遇落实的

办法细则（建议稿），学习成果认定转换办法（建议稿）。

4.1+X 证书制度试点管理体制与运行体制机制研究

主要内容：以规范、有序、高效为目标，梳理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院校、培训评价组织之间的关系，创新 1+X 证书制度试点运行

体制机制，研究提出地方推进试点工作的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行、保

障、督查等机制创新的建议。

研究周期：6 个月

预期成果：研究报告（不少于 5 万字）、不少于 5 个省的调研报

告、案例汇编。

5.培训评价组织性质、定位与发展研究

主要内容：结合参与试点的主体进行分析，明确在“放管服”

背景下，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的性质、定位、内涵，分析其与职

业技能鉴定机构等的异同，分析参与试点的各类培训评价组织各自

特征、优劣条件及发展前景，就落实“在已成熟的品牌中遴选一批、

在成长中的品牌中培育一批、在有需要但还没有建立项目的领域中

规划一批”要求提出建议。

研究周期：6 个月

预期成果：研究报告（不少于 5 万字）、不少于 30 个培训评价

组织的调研报告、培训评价组织培育规划（建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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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X 证书制度经费投入机制与证书考核费用支付实践研究

主要内容：总结试点政策，研究提出保障 1+X 证书制度全面实

施的经费投入机制。按照有关政策文件要求，系统梳理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考核费用核定与支付的试点探索实践，分类研究提出证书成

本核算和费用支付的技术路线和工作流程，通过不少于 50 个证书个

案研究，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费用标准核定，细化共性支出、

动态调整费用等提供经验模式、提出有关实施建议。

研究周期：6 个月

预期成果：研究报告（不少于 3 万字）、成本核算标准（不少于

50 个证书）

7.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模型与评价技术研究

主要内容：以综合能力评价为导向，以信度、效度、区分度等

为关键指标，通过多个个案研究，提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评价

的建议模型、评价技术、平台或题库建设规范。

研究周期：1 年

预期成果：研究报告（不少于 5 万字）、考核技术规范（2020 年

底前完成）、工作规程（2020 年底前完成）、测评工具（如有软件、

平台可继续资助）

8.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监督与评估机制研究

主要内容：系统梳理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实践探索，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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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试点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聚焦 1+X 证书制度健康可持续发

展，研究提出对试点工作监督评估的机制设计与政策建议。

研究周期：6 个月

预期成果：研究报告（不少于 5 万字）、评估办法（建议稿）、

监测评估工具（如有软件、平台可继续资助）

9.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发标准化研究

主要内容：跟踪现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发标准运行实施情况，

积极应对职业岗位（群）的快速更迭，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评价模

式不断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提出优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开发的流程和方法，为进一步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发

标准提供建议，并推动纳入国家标准体系。

研究周期：1 年

预期成果：研究报告（不少于 5万字）、开发指南（建议稿）及

报备国家标准委工作的方案

10．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融合路径（案

例）研究

主要内容：结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融

合的具体实践，分类研究梳理 X 证书标准与培训有机融入专业课程

教学的典型案例与模式，为形成科学可行的融合路径提供对策建议。

研究周期：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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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研究报告（不少于 5 万字）、书证融通工作指南（建

议稿）、不同专业（群）融合模式的案例集（不少于 100 个）及主要

媒体宣传（不少于 10 家媒体）

11.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认证、培训机制及绩效激励措施研究

主要内容：梳理国外资格证书师资认证和培训的典型做法，结

合国内实际，通过调查分析，厘清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准切

入点和突破口，研究提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认证、培训及绩效

激励措施的对策建议。

研究周期：6 个月

预期成果：研究报告（不少于 5 万字）、师资认证办法（建议稿）、

教师绩效工资等激励措施（建议稿）、师资培训包（不少于 10 个）

12.“1+Ｘ”证书制度国际化探索路径研究

主要内容：落实教育对外开放部署，结合“中文+职业技能”、

鲁班工坊等项目运行实践，研究我国职业教育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

学习成果互认衔接，探索资历框架建设的新路径，推动职业教育协

同行业企业“走出去”。

研究周期：1 年

预期成果：研究报告（不少于 5 万字）及外语摘要版、案例集、

相关国际会议等场合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