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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调查显示，高校学生考证总体热度较高，但理性与非理性行为并存; 在多元的“考证热”成因中，就业压力最

为突出，同时文科学生或女生的考证愿望，显著强于理工科学生或男生。为减少社会资源浪费，降低高等教育成本，要对大学

生考证行为予以合理有效引导; 规范培训市场秩序，形成良好的考证培训环境; 调整相关政策，培育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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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开始实施职业资格准入制度。

紧接着，在人才市场实行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证书并举的制

度，以促进人才的公平竞争与合理流动。从 2000 年开始，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进一步放宽大学生考证的报考条件，逐步允

许在校大学生报考各种证书，这成为大学生考证的强有力的

政策保证。从那以后，大学生考证现象逐渐多起来，至今已

经超过十年，而热度丝毫未退。考证热表现为考生覆盖面

广，包括专科生、本科生以及研究生; 培训机构众多; 主考和

发证机构以及证件种类繁多。对于这样一个持续时间长、牵

涉面广的现象，自然会引起诸多关注。笔者在江西省七所高

校进行较大样本调查，力图使研究结果能反映大学生考证的

真实状况。

一、调查结果分析

在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西师范大

学、江西农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以及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等

七所院校的在校学生中，按学校学生数及本科生和高职生比

率进行等比分层随机抽样。抽取 1200 位学生作为被试，以

问卷形式进行调查。其中本科生 750 份，回收 722 份; 高职

学生 450 份，回收 42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2%。样本包括

男生 600 人，女生 546 人，涉及文、理、工、农和医学等学科。

本调查所用问卷是在参考相关文献，并与若干在校学生座谈

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编制而成。包括被试基本信息、学生参

与考证的一般情况、学生对待考证的认知和态度、学生对考

证培训机构和考证现状的评价，以及学校对待考证的态度五

部分。被试基本信息包括被试的性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

及专业所属学科等 4 个问题。学生考证的总体情况包括参

加考证的原因、考证的费用、参加考试的次数以及期望拿证

个数、备考方式、考证信息来源以及证书与所学专业的相关

性等 7 个问题。学生对待考证的认知和态度，包括对考证作

用的认识、对证书数量的认识、处理专业学习与考证关系的

态度等 3 个问题。

本次调查显示，所有被试平均考证次数为 2． 90 次，平均

每人考证费用为 726． 35 元，平均目标拿证个数为 4． 15 个。

为避免过于繁琐，调查的其他结果中有的变项略去了，有的

只列出百分比位居前三或有代表性的选项。从考证原因看，

选择就业压力的被试占 52． 7%，位居第一; 其次是提升能力

( 44． 6% ) 和为了综合考评加分( 16． 4% ) 。考证的信息获取

途径首位是同学、朋友，占 47． 5%，随后是网络信息( 30． 1% )

和广告( 23． 4% ) 。考证的备考方式中，57． 0%的被试选择购

买资料自学，33． 6%报名参加培训，还有 9． 2%的学生抱着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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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应付的态度。对所考证书的真正作用的了解，65． 6% 的学

生填有一点了解，只有 20． 8% 的被试认为充分了解所考证

书的作用，13． 6%的学生根本不了解。在所考证书与本人专

业是否相关的问题上，相关的占 53． 0%，不相关的占 27．

2%，19． 7%的被试没考虑。至于怎样分配专业学习和考证

时间，58． 6% 的被试以专业学习为主，32． 7% 的被试认为做

到了二者互相促进，只有 8． 6%的学生把考证摆在第一位。

调查显示，89． 6% 的学生认为高校考证总体形势热，只

有 10． 3%的人认为不热。认为考证费用高的占 51． 6%，费

用一般的占 36． 5%，只有 7． 5%认为费用不高。对于证书是

否越多越好的问题，54． 7%回答不是，有 32． 9%回答是，另有

12． 1%没考虑。评价学校在大学生考证中的行为时，40． 9%

的学生认为其所属学校鼓励考证，31． 1% 的被试认为所属学

校进行了合理引导以避免考证过热，27． 8% 对此不了解。对

考证培训机构的评价中，48． 5%的被调查者认为培训机构水

平低、忽悠人; 35． 8%被试认为培训机构鱼龙混杂，水平参差

不齐; 只有 7． 2% 被试觉得培训机构水平高，参加培训效果

好。

用列联表和卡方检定( x2 ) 分别考察考证的目标次数的

性别以及学科差异，发现不同性别大学生考证的目标次数存

在显著差异( x2 = 49． 33，p ＜ 0． 05) ，表现为女生的考证愿望

( 人均期望证书 4． 4 个) 明显强于男生( 人均期望证书 3． 9

个) 。用同样的方法考察考证目标次数的学科差异显示，文、

理、工、医等不同学科的学生考证目标次数差异显著( x2 =

62． 9，p ＜ 0． 01) 。其中，文科被试人均目标证书 4． 37 个，位

居第一，工科学生人均目标证书 3． 82 个，排在最后。考察考

证愿望的家庭收入差异以及年级差异，未发现显著性差异。

二、讨论

综合本次调查结果，大学生考证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大学生考证是普遍现象，理性与非理性行为并存。2008

年，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的张翠平对重庆

大学等西南三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94% 的调查

对象已经或即将要加入“考证族”。其中，80%表示已经参加

过证书考试，14% 的被试说正准备参加，只有 6% 的被试表

示从来没有参加过也不准备参加任何证书考试。吴虹雁于

2006 年在南京市的南京大学等七所高校进行走访调查发

现，大学生考证率达到 68． 7%，暂时没考证的学生中有考证

打算的高达 76． 2%。本次调查显示，被试人均已参加考证

次数达到 2． 9 次，人均期望拿到证书 4． 15 个，89． 6% 的被调

查者认为高校存在“考证热”现象。本次调查中，60． 6%的被

试认为大学生考证现象“热”并盲目，29． 0% 的认为“热”但

理性。从其他数据分析显示，被调查者对大学生考证现象的

总体评价基本符合实际现状。比如: 44． 6% 的被试期望通过

考证提升自身能力，53． 0%的学生偏向于所考证书与所学专

业相关，58． 6%的被调查者在专业学习和考证的时间分配上

以专业学习为主，另有 32． 7% 表示专业学习与考证二者相

互促进。这些表明，学生考证行为中存在理性因素。调查数

据中，11． 1% 的被试考证原因是跟风，65． 6% 的被试对所考

证书的真正作用只有一点了解，另外有 13． 6% 不了解，还有

32． 9%的学生认为证书越多越好。这些数据表明，大学生考

证行为中还存在明显的盲目因素。

在多元的“考证热”成因中，就业压力最为突出。本次

调查显示，52． 7%的被试因就业压力选择考证，表明就业压

力是“考证热”最重要的成因，其他调查也有类似的结果。

吴虹雁的调查显示，52． 2% 的学生考证第一动机是就业; 林

守珠等的调查显示，有 78． 5% 的大学生认为多一本证书就

等于就业多了一条门路，希望通过考证增加就业机会。随着

高校扩招，直接导致大学毕业人数剧增，就业难问题逐渐凸

显，甚至成为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压力所在。陈庆的调查研究

表明，92． 9% 的学生存在就业压力。除了就业压力，提升自

身能力也是大学生考证的重要动机。本次调查中，有 44．

6%的学生表示希望通过考证提高自身能力，这一动机反映

出学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然而，在目前考证和培训

市场不够规范的背景下，大学生通过考证提升能力的人力资

本投资风险比较大。48． 5%的被调查者认为，考证培训机构

水平低下，只有 15． 7%的学生认为考证可以提升自身能力，

事实上，有证书无能力的高校毕业生比比皆是。此外，证书

作为教育背景或能力的一种证明方式具有信号功能，大学生

考证的投资目的除了提升能力之外，还希望握有证书在就业

市场上更加有优势。有调查显示，86． 3% 的企业认为目前各

种证书含金量较低。可见，大学生考证的人力资本投资风

险，主要在于无法真正提升能力，证书含金量低从而使其信

号功能打折。

文科学生或女生的考证愿望显著强于理工科学生或男

生。通过分析本次调查数据发现，文科学生期望考取证书为

人均 4． 37 个，理科学生为 3． 89 个，医科学生为 3． 83 个，工

科学生 3． 82 个。从已经参加考证次数上看，文科学生人均

3． 03 次，位居第一，理科学生人均 2． 51 个，位居最后。通过

与不同学科学生访谈了解到，文科学生专业学习压力较小;

课余时间较多而且学习方式较灵活，如不需要待在实验室做

实验; 文科学生考证的选择性较大，对于许多需要背诵的知

识驾轻就熟。相反，理、工、医科学生专业学习压力更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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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时间少，作业多，还常常需要做实验等。这些，可能是导致

文科学生考证愿望高于其他学科学生的主要原因。数据分

析还表明，女生考证愿望显著强于男生。女生期望考取证书

为人均 4． 40 个，男生为 3． 88 个; 女生人均参考次数也比男

生高( 女生为 3． 12 次，男生为 2． 58 次) 。分别与男、女学生

访谈了解到，女生较男生更相信证书的作用，在不确定考证

回报的条件下，女生更愿意付诸行动去尝试。此外，参考其

他人的研究和实际观察发现，高校男、女学生在校学习的勤

奋程度有差别，总体上女生较男生努力，这也是造成考证愿

望性别差异的又一原因。

三、对策

大学生“考证热”不仅增加了本已高昂的教育成本，盲

目的考证行为事实上还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改变了相关方

的利益分配格局。“考证热”的形成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

果，给这一现象退热也需各相关方共同努力。

合理有效引导，避免学生考证过热。大学生考证热从某

种程度上折射出当前高等教育功利化趋势。学生的培养是

一个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当就业成为读大学的最高目标

时，高等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趋于功利，高校也就成了努力迎

合市场需求的劳动力工厂，这显然有悖于教育的根本，以及

素质教育的要求。所以，合理有效地引导学生的考证需求，

避免过热是高校的责任。本次调查显示，学生考证信息 46．

7%来自同学、朋友，23． 6%来自老师、家长，这说明学校引导

学生考证行为的作用空间相当大。学校可以在基础层面采

取有效措施，让考证热适度降温。如通过学生工作部门经常

性地发布考证的真实信息; 组织学生就考证热现象进行讨

论; 甚至邀请用人单位进行人才需求的讲座等。同时，专业

课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有意识地引导，帮助学生理性分析考证

利弊，尽可能避免出现盲目的考证需求。

规范培训市场秩序，形成良好考证培训环境。考证培训

市场是大学生考证现象的衍生物。作为大学生考证利益场

域内的一方，培训机构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助推这一热

潮。比如，有的培训机构在招揽学生时表示只要考前集训一

周就可拿证。本次调查显示只有 7． 2% 的学生认可培训机

构的作用。实际上，在庞大的考证培训市场上鱼龙混杂。目

前，在有培训资格的职业培训机构中，民办机构占有 70%，

而规模小、资金不足、管理和运作不规范的机构又占了绝大

多数。部分机构负责人唯利是图、不负责任，甚至出现违法

行为，扰乱了职业培训市场的秩序，必须对其进行监管。但

是，各种证书考试的利益场域内，监管者本身又是利益主体。

比如，监管者可以组织考试收取大笔报名费; 组织编写并发

行有关的考试大纲和参考教材; 承办各种证书的监制与发放

等，以上任何一个环节都存在巨大的垄断利益。规范培训市

场秩序，首先要厘清监管者的身份，把监管者和直接受益者

的双重身份剥离，即以制度保证监管方无法参与考证相关的

利益分配。只有身份纯粹的监管者才不会成为考证热的幕

后推手，才愿意驱除培训市场中为数众多的不合格机构，还

学生一个良好的考证环境。

调整相关政策，培育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人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人才选拔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人才是否合格不能单由培养者检验。学校的考试成绩或各

种证书充其量只能说明学生擅长考试，未必是用人单位所需

的理想人选。人才选拔的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但目前用人

单位选拔人才最大的障碍是信息不充分。用人单位无法仅

凭一次面试真正了解应聘者的真实情况，只好转而看其手持

的各种证书。证书之所以受到学生过多追捧，是因为在人才

市场上具有信号作用。证书的信号作用很大程度上高出持

证者相应的真实实力，调查也反映出这一现象。一半以上企

业认为，证书不能完全反映毕业生个人能力，更多只是停留

在理论层面。为了弱化证书在人才市场的信号作用，建立高

效的人才选拔机制，政府可以根据实际调整相关政策，在坚

持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同时降低对高校毕业生的持证上岗

要求。大学生刚毕业缺乏工作经验，一纸证书说明不了可否

胜任该项工作。如果给予拟聘用者一段时间试用，试用期内

再拿证，学生可以有的放矢并结合工作实践去考证，用人单

位也有充分的时间考察聘用对象，降低用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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