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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1+X证书制度

实施的行动者逻辑与增效路径

徐小容 胡佳思

【摘 要】职业教育 1+X证书制度不仅着眼宏观经济产业变革背景附和智能化时代发展，还 立足 人 才评价为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制度支撑 。 为探 究 1+X证书制度主体的广层涵盖范围和深层实践样态，拟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

对 1+X证书制度进行“三类别”行动主体解构、“三层级”行动关系解析、“三黑箱”行动过程网络描绘，从而提 出“ 四步骤”

行动转译策 略，以展现 1+X证书制度主体的联动路径与耦合逻辑，从而助力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关 键 词】1+X证 书制度 行动者网络理论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书证融通 学分银行

2 0 1 9 年 以 来 ， 随 着 《 国家 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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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新修 订 的《中华 人

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 》 相继出台 ， 这在国家战 略层

面不断更新了 1+ X证书制度的发展蓝 图 。 1+ X
证书制度是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相互衔接的

重要依托 [ 1 ] , 是推 动 职业教 育 类型化发展的制度

创新 [2 ] , 更是智能 化 时代复 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的内在要求 。 [ 3 ]

该制度于国于民 意 义重 大，不仅着眼宏观经济产

业变革背景附和 智 能化 时代 发 展 ， 还立 足 人才评

价为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制度支撑 。 诚

然， 1+ X证 书制度关涉主体众 多，各主体在 目标

导向 、 职责理解 、 资源享有 和合作关系上 不免产生

分歧 。 因此，厘清 1+ X 证书 制 度相关主体角色

定位、缕析相关主体间权责关系对贯彻实施该制

度有助推作用 。 已有研究或基于协同学理论提出

了该制度中 政府 、 培训评价组 织 、 职业院校之 间的

协同机制 [ 4 ] ; 或立足利益分配，分析了该制度利益

主体间利益冲 突 的 消 解 与 整 合 之道 [ 5 ] ; 或 针 对 各

主体的利益诉求剖析了各主体在博弈基础上开展

合作的关键 。 [ 6 ] 尽管 已有研 究 分析了该制度的部

分主体在利益 上 的 关 系 与诉 求 ， 也指出了主体 间

的协同发展机制，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该制

度运行的动 态 过 程 和 内 在 机 理，也 模 糊 了 1 + X
证书制度 各 主 体 的广层涵盖范围和深层磋商样

态。

在 1+ X 证 书 制 度 中，各主体应扮演何种 角

色？ 各主体之间有何种关系？ 各主体在不同任务

层级上的关系网络如何交织？ 消解各主体矛盾的

路径又应如何？ 能否以整合视角去厘清各主体的

交互关系？ 基于这 一 系列追问，本研究拟借助行

动者网络理论 ，通 过 剖 析 1 + X 证 书 制 度 中 各 行

动者的角色担当 、 深挖各行动者之间的联结点 、 描

绘行动者的关 系 网 络 ，以 展 现 1 + X 证 书 制 度 主

体的联动路径与耦合逻辑，从而助力复合型技术

技能人才的培养 。

一 、1+X证 书 制 度 的“ 三 类 别”行 动 主 体 解

构

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提出了行动者网

络理 论(A c to r - N e t w o r k T h e o r y , 简 称 AN T) , 侧

重研究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来展现社会运行

的动态过程和内在机理 。 [ 7 ] 该 理 论 革 新 了“ 行 动

者 ” 的概念及涵盖范围 ， 其认为凡是参与到科学实

践过 程 中 的 所 有 因 素 都 是 行 动 者 ( Actant/ Ac-

tor) , 即行动者包含人类行动者 （ 组织 、 个人等 ） 与

非人类行动者（观念、技术 等） 。 [ 8 ] 而 1 + X证 书制

度运行过程的辨 析，则不仅需分析与该制度积极

互动的人与非人类 行动者，还应重视为行动者提

供行动场地的技术黑箱 。 因此 ， 人类行动者 、 非人

类行动者与技术黑箱便共 同构成 了 1+ X证 书制

度的行动主体 。

（ 一 ） 人类行动者 ： 科学决策与兴趣迎合

科学决策者具有较多的自主权，其通 过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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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技术行动 策 略迎合使 用 者 的 兴趣 ， 以 建立

稳定的网络 。 [ 9 ] 1+X证书制度涉及四大科学决策

者，各科 学 决 策 者 的 意 图、行 动 路 径 均 不 同 。 第

一，行政管理部 门 是 1+ X 证 书制度的牵头行动

者 。 行政管理部门主要从宏观层面指导该制度的

应 然 战 略 路 向 、 统 筹 试 点 工 作 的 安 排 ， 目 的 为 革 新

职 业 教 育 评 价 机 制 ， 助 力 职 业 教 育 高 质 量 发 展 ， 其

通过 迎合其 余行动 者的 “ 兴趣 ” 吸引 各方向 自己的

行动目标靠拢 。 第 二，培训评价组织和试点职业

院校是 1+X证书制度 的核 心 行动者 。 培训评价

组 织通 过开 发职 业技 能 等 级 证 书 、 开 展 职业 技 术

培 训 、 拓 展 职 业 教 育 第 三 方 评 价 ， 从 中 观 层 次附 和

行政管理部门的 目标；试点职业院校则通过改革

管 理 体 制 、 革 新 课 程 与 教 学 方 法 、 调 整 学 习 资源 布

局 ， 在微 观 层 次跟 随 行 政管 理 部门的行动计划 。

第三，行业企业担任协同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科

学决策的结果进行衡量 。 行业企业的目标愿景为

通过 1 + X 证 书 制 度 获 得 更 便 捷 的 用 人 通 道 ， 夯

实人力资本享有基础，行政管理部门与培训评价

组织 是否能 够迎合 行业企 业的 “ 兴趣 ” 是二 者行动

策略能否成功的关键 。

（ 二 ） 非人类行动者 ： 联结分野与巩固网络

非人类行动者能够重新联结人类在自然与社

会之间制造的分野 [ 1 0 ] , 通过对人类行动者产生影

响巩固人与非 人 的 同盟 网络 。 1+ X证 书制度 的

非人类行动者主要包括规 则 、 技术 、 资源三部分 。

一是规则 ， 规则具有限制性 ， 能够影响不同人类行

动者的目标导向，在 一 定程度上缩小人类行动者

之间的鸿沟 。 规 则 主要包括两类 ： 一类 是硬 性标

准 ， 如国家资历框架 、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 国家职

业技能等级标准等 ； 另一类是活性方案 ， 如试点职

业院校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建设方案等 。

二是技术，技术具有便捷性，是 1+ X证 书制度建

设的现代化依托 ， 也包括两类 ： 一类是围绕组织机

构 、 角色管理 、 权限分配等功能建设的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信息化管 理平 台；另 一类是能够实现对巨

量资料的高效拮取与管理的大数据技术 。 三是资

源 ， 资源具有多功能性 ， 将助力人类行动者科学决

策 。 1+X证书制度资源的使用与占用主体 主 要

是培训评价组织 与试 点职业 院校 ， 若 以此 为划 分

点，则该资源一部分是培训评价 组织为学习者开

发的 X证书 学 习 资 源 和 为 培 训 试 点 职 业 院 校 教

师的培训资源；另 一 部分是试点职业院校为响应

1+X证书制度所配备的课程与教材等教学资源 。

（ 三 ） 技术黑箱 ： 行动策略的实现场地

技术黑箱为 1+X证 书制度各行动者 的策 略

实现提供了场地 。 拉图尔曾言 ， “ 如果很多东西能

够 作 为 一 件 东 西 行 动，我就把这种东西称为黑

箱” [ 1 1 ] , 技术黑箱的存在使其他 行 动 者 要 达 到 自

己的目的必须通过科学决策者的位置，以便科 学

决策者拥有更多的科学行动自由余地，推进 自 身

科学目 标 的 实 现 。 [ 1 2 ] 该 制 度 主 要 有 三 大 技 术 黑

箱 ， 其 一 是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 其 运 作 机 理 为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与 培 训 评 价 组 织 将 规 则 、 技 术 、 资 源 非 人

类行动者注入其 中，为学 习者提供新颖的培养与

评 价 模 式 ， 加 速 学 习 者 的 成 果 转 化 ， 进 而 促 进 人 才

持续成长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 其二是书证融通运

转体系，其运作机理为试点职业院校为职业技 能

等级证书与学历证书建设专属的融合通道，并在

此基础上开发 出 一 系 列规 则 、 技术 、 资源衍生物 ，

以实现试点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课程 建 设 与 教

学管理上的 改革 。 其三 是 学 分银 行 ， 其运作机 理

为行政管理部门为学分银行打造专属的规则 、技

术、资源，以完成 1+ X证 书制度相关学 习成果的

转 换 ， 从 而 拓 宽 学 习 者 的 发 展 途 径 、 巩 固 行 政 管 理

部门的统筹地位 。

二 、1+X证 书 制 度 的“ 三 层 级”行 动 关 系 解

析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

间力量对称，互不相逊 [ 1 3 ] , 拉 图 尔 也 指 出“ 每个 行

动者 都 是 一 个 关 系 不 确 定 且 地 位 平 等 的 结

点” [ 1 4 ] , 这意味着各行动者之间 存 在 相 互 依 赖 式

的平权关系 。 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平权关系不难理

解，而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平权 关

系则依 附 于 非 人 类 行 动 者 的 能 动 性 。 拉 图 尔 认

为 ， “ 在某种程度 上 ， 当某 人或某物被说成是起到

某种作用 时，甚 至 被 说 成 是 起 到 某 种‘ 重 要 的’、

‘ 关键性的’和‘ 决 定 性 的’作 用 时，该 人 或 该物 必

然使唯心主义 的 指控 无 效，他／她／它 必 然 产 生 差

别”。 [1 5 ] 因此，能 动 性 则 被 理 解 为“ 行 动 者 在 实 际

地起作用 ” 。 此外 ， 上述平权关系也是教育治理的

意图所在，即不以参与调解的任何一方为权威，参

与调解的各方平等、合作、互动地处理教育中的公

共事务 。 [ 1 6 ] 在此基础上，1+X证书制度的行动者

在各自权责范围之内衍生出数种平权关系，其 中

以“ 联结”“ 倒逼”“ 重塑升级”为典型。

（ 一） “联结”行动关系逻辑

任何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都存在显性或

隐形关系 ， 而任何关系都体现为现实的互动 ， 任何

互动 都包含了或多或少 的联结 。 [ 1 7 ] 在 1+ X证 书

制度中，这种联结存在于人类行动者内部和 人类

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 。

人类行动者内部的联结指人类行动者之间两

两结合形成合作共 同体 ， 以 实 现 最优化 发 展 。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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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形式可以分为三类：一 是以行政约束为联结节

点 ， 行政 管理 部门 对试 点职业 院校 的治 理关 系 。 1

+X证书制度的实施情况已成为职业院校排名 的

评 判 指 标 之 一 [ 1 8 ] , 是 职 业 院 校 的“ 隐 形 治 理 工

具 ” ， 与院校的财政补贴挂钩 。 二是以效能为联结

节点，行政管理部门对培训评价组织的放管关系 。

以行 政管理 部门为 “ 一把 手 ” 的管 理形式 已不适 切

该 制 度 的 执 行 ，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需 采 用 引 导 、 政 策 支

持和购买服务等方式来扩大培训评价组织的生长

空间 。 三是以利 益 为联 结节 点 ， 培训评价组 织与

行业企业的合作关系 。 培训评价组织的真实身份

即行 业 企 业 ， 因 此 ， 行 业企业 之 间在先进技术运

用 、 专 业 理 论 解 读 、 优 质 资 源 开 发 上 将 不 可 避 免 地

产生合作关系 。

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联结呈现无条件

联结状态，即任一 人类与非人类 行动者之间都可

以发生联结 ， 但联结程度却普遍不强 ， 主要原因包

括 ： 一是技术革新主体的冲突性 ， 如技术升级所需

要的资金投入主体 不 明 晰；二是 资源整合主体的

异步性 ， 如试点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在课程 、 教材

的开发上的意见 分 歧；三是规则执行主体的模糊

性，如在培训评价组织与试点职业院校同时不能

将相关政策落实 的情 况 下，问责机制与责任主体

将呈现一定的模糊性 。

（二） “倒逼”行动关系逻辑

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过程是区域经济社会单

向“ 倒逼”质量生成 的过程 [ 1 9 ] , 这种“ 涟漪 效应”同

样扩展至 1 + X 证 书 制 度 的 行 动 者 中 ，该 制 度 的

倒逼关系主要存在于人类行动者中 。 其一是培训

评价组织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政策倒逼 。 在该制度

中 ， 行政管理部门为主导位 ， 培训评价组织为被导

位 。 但部分组织在不当利益的驱使下将颠倒这种

位置样态，这将倒逼行政管理部 门完善相关管理

规则 。 譬如 ， 第四批公布的培训评价组织中 ， 由失

信行为导致自身风 险 的 企业 不在少 数 ， 更有甚 者

该企业的法 人 已被 列入 失信 名 单 。 因此， 仅 依靠

教育部为单一主体的统筹性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

当前该组织的发展，各省（市）级 教 育 行政 厅（局）

也应尽快出台更加细化、本土化 的管理方案及动

态淘汰机制 。 其二是行业企业对行政管理部门的

利益倒逼，其落脚点为激励政策 。 就 X证书建设

而言 ，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的开发并非易事 ， 不是将

职业技能与职业标 准 的 简 单转 换 ， 这 意 味着 行业

企业必须大规模、长期性地参与才能确保证书的

先进性与实 时 性 。 如 何 提 高 行 业 企 业 参 与 X 证

书开发的积极性、如何让行业企业在开发中获得

与努力对等的利 益，是行政管理部门需要从激励

政策制定层面思考的问题 。 其三是试点职业院校

对培训评价组织的技术倒逼，其目的为技术升级 。

就 X 证 书 信 息 管 理 平 台 而 言 ， 用户 交互 体验不

佳 、 申 报流 程繁 琐化 等问 题频 现 ， 如 学生 在报 考 X

证 书 时 ， 需 要 多 次 导 入 信 息 ， 且 导 入 的 格 式 与 内 容

并不通用 [2 0 ] , 这无疑将给培训评价组织带来技术

升级的紧迫感 。

（三） “重塑升级”行动关系逻辑

1 + X 证书制度 是 “ 指 导职业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拓展就业创业本领”的重要手段 。 [ 2 1 ] 1+X证 书制

度的外溢优点诸 如上述，其内部的人类与非 人类

行动者则在技术黑箱中实现了 “ 重塑升级 ” 。

非人类行动者将被重塑升级，并主要表 征 为

三种样态：一是促进不同类型教育资源整合 。 1+

X 证书制度将覆盖 到职业 教 育 、 普通 教 育 与 成 人

教育领域，这意 味着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将 形 成

资源合作共同体 ， 以服务各类学习成果的流通 ， 为

教育资 源 融 合 提 供 通 道 。 二 是 丰 实 人 力 资 源 基

础 ， 为技术创新铺路 。 X 证书开发 、 学分银行建设

将充分 吸取各种新技术 、 新 知识 、 新模 式 ， 为职业

教育注入新力量，改变我国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

短缺 、 结构不 良 等 问题 。 三是赋能学习型社会 建

设 ， 回应政策颁 发 的 目标 愿 景 。 学习能力的发展

具有动态性 ， 不仅需要积累还需要转换 ， 这一螺旋

演化过程需借 力 1 + X 证 书 制 度， 以 实 现 学 习 成

果的转换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从而为学习型社

会的形成注入动力 。

技术黑箱将革新人类行动者利益挖掘 途 径，

拓宽人类行动者发展道路 。 一方面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将拓宽培训评价组织的成长空间，该证 书 的

成功开发将提高其社会地位 、 筑牢其话语体系 、 彰

显其权威标准 。 另一方面书证融通体系将革新试

点职业院校的办学模式 。 书证融通体系的运转将

引入社会培训机构和非传统生源，这 无 疑将成为

职业院校为社会劳动群体提供职业培训的重要切

入点 。 此外，书证融通还将改变职业院校传 统 的

资金管理模式 ， 进而革新其办学路向 。

三 、1+X证 书 制 度 的“ 三 黑 箱”行 动 过 程 网

络描绘

1+X证书制度看似 是 一 张完整 独立 且无 法

分割的“ 大网” ，实则由多个提供附加功能的“ 重叠

网”构成（如图 1) 。 其一，职业技 能等 级证 书 的开

发是书证融通运转的基础 。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将

重塑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其标准将与职业

院校的课程内容 、 教学方法 、 评价标准等方面 相融

合 。 其二，书证融通的运转为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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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学分银行建设提供过渡通道 。 书证融通表

面是 职业 学历 证 书 与职 业 资格 证 书 、 职业 技 能 等

级证书的衔接，本质则是职业学 历教育与职业培

训的融合 [ 2 2 ] , 而学分银 行 的建 设初衷之 一便是实

现学历教育 与职业培 训 的 学 习 成 果转化 。 其三 ，
学分银行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发和书证融通运

转的保障 。 X证书的法定地位与社会公信力 由学

分银行提供制度保 障，而书证融通的运转也依靠

学分银行 实 现 。 [ 2 3 ] 因 此 ， 需 追寻以上三层级网络

发展样态，分析各网络层级中行动者之间的联系

和影响 。

图 1 1+X证书制度重叠网

（ 一）职业技 能 等级证 书 开发的行动网络描

绘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开发并非培训评价组织

的灵光乍 现，而 是 网 络 的 联 合 效 应（如 图 2) 。 该

网络需要三步骤，即确定培训评价组织为发散中

心、落实行政管理部门与行业企业对培训评价组

织的验收地位、发掘 X证 书作为技术 黑箱 的深层

联结作用 。

首先 ， 形成以培训评价组织为主的发散中心 。

X证书能否具有高公信力、强权威性，在于该组织

对规则 、 资源及技术的运用 。 一 是 X 证 书开 发 管

理规则的制定 ， 遴选出的培训评价组织 ， 其内部运

转应遵循一定的管理规则，证书负责人带领各小

组工作时，还应制定 X证 书开发的工作流程和沟

通协调机制 。 二是培训评价组织对各类权威资源

的甄选 ， 除了以职业资格目录 、 国家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为证书开发大框架，还应借鉴行业企业 内 具

有较高含金量的证书 。 三是现代信息技术为证书

开发 “ 保驾护航 ” ， 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职业技 能

等级证书所涵盖的相关任务范围进行采集，以 形

成职业技能基本的类别和层次 。

其次 ， 行政管理 部 门和 行业 企业对培 训评 价

组织进行一级验收 。 培训评价组织是以社会化机

制招募的多功能社会组织 [ 2 4 ] , 其整体发展不够成

熟 ， 各方面仍不完善 ， 因此需发挥验收者的 监督管

理作用 。 行政管理部门为该组织的顶层验收者，
该组织所开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否具有权威

性需依靠行政管理部门的检验；行业企业是该组

织的底层验收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影 响着

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 导 向，而职业院校人才培养

质量能否被认可，行业企业持有一定话语权 。

最后，发掘 X证书作为技术黑箱的深层循环

联结作用功能 。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将充当“ 技术

黑箱 ” 加深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联结 ， 也将稳固

培训评价组织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发中的核心

地位 。 该过程表 现 为 ： 该 组织对非人类行动者的

充分使用，将 提 起 行业 企 业 对 X 证 书 的“ 兴 趣”；
而试点职业院校为迎合行业企业的用人标准不得

不积极地将 X证书相关 内容 融入人才培养；最后

行政管理部门也为积极推进 1+X证 书制度 实施

制定更 多 保 障 政 策 。 当 大 量 行 动 者 都 开 始 为 X

证书行动时， X证书就变成了不仅值得信赖，还 能

够简单运用的“ 技术黑箱” 。

（二） 书证融通运转的行动网络描绘

书证 融 通 是 1 + X 证 书 实 施 路 径 的 直 接 表

达 。 在该网络 中，需要培训评价组织与试点职业

院校完成资源整合 、 任务布置与实施 、 规则资源升

图 2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发的网络样化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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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书证融通运转的网络样化描绘

级三大任务（如图 3 ) 。

首先要形成以培训评价为主导的人类行动者

整合布局和任 务布置体 系 。 一方面 ， 由培 训评价

组织将各类规则和资源进行整合 。 在规则与资源

选择上，已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发布的职业

技能标准、培训评价组织负责开 发的职业技能等

级标准和为培训学习 者和教师 准备的学习资源 。

但这远不能满足课证 融通 的 需要 ， 因此 需对规 则

与资源重塑 升 级 。 另 一方面 ， 由培训评价组织进

行任务传达 。 该组织主要承担培训和评价两个任

务 。 针对培训而言 ， 表现为利用 X 证 书对应 的 学

习与教学资源对试点职业院校的学生和教师进行

培训；针 对 评 价 而 言，表 现 为 依 据 已 开 发 出 的 X

证书标准对试 点 职 业 院 校 的 学 生 实 施 X 证 书 考

核的出题 、 监考和发证等相关工作 。 另外 ， 培训评

价组织还需协助试点职业院校开展教育教学和培

训工作，协调解决教学与培训工作中的相关问题 。

其次由试点职业院校担当核心任务 执 行 者 。

试点职业院校的 人 员 内 部 建 设表 现 为： 以 学校 主

要负 责人为首 ， 学校教务 处 、 质量 管理相关 处室 、

二级学院主管领导组成 的 1+X证 书 实施工作 团

队。 [ 2 5 ] 这其中，各 专 业 负 责 人 主 要 依 据 X 证 书 的

考核标准和该院校专业开 设 的 实 际情 况 ， 将证 书

培训的内容适度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

系中 。 之后再 由 教 师进 行 教 学 与评价环节，在 教

学上，应根据修改之后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教材 、

课程模式和教学方法 上 的 改革，如开发活页工作

手册式教材、采用项目式教学法 等以重点培养学

生实 践技 能； 在评价上， 应转换传 统评价方 式 ，参

考培训评价组织的人才评价标准 。

最后经试点职业院校升级后的非人类行动者

规则与资源将反过来稳固该网络 。 X证书 的相关

内容经试点职业院校的 “ 消化 ” 后将产生新的非人

类行动者，其中主要包括人才培养方案及 一 系列

课程体系、 教学方法、 评价标准、教材等内容 。

（三） 学分银行建立的行动网络描绘

学分银行的产生使得人和非人类 行动者在 1
+X证书制度网络中相互交织并共同进化（如 图

4) 。 在该网络中，需要迎合学分银行核心使 用 者

的“ 兴趣” 、升级资历框架等规则技术主体、 稳定培

训评价组织的市场逻辑 。

图 4 学分银行建立的网络样化描绘

首先要凸显学分银行的作用，迎合 核 心 使 用

者的“ 兴趣” 。 对 学 习 者而 言，学分银行能够实现

学习者学历与技能的共同递进，帮助学习者完成

学习成果的升 级 。 在 “ 中介 ” 学分银行的协助下 ，

学 习者 不 仅 获取 了 “ 无 形 ” 的 技术 技 能 与终 身 学 习

的能力，也 获 得 了 学 历 外 显 带 来 的“ 有 形 ”财 富 。

对行业企业而言，学分银行将为行业企业提供 更

为直观的人才评 价模 式 。 受 多种影 响 ， 行业 企业

不免在职业教育人才选拔上浪费人力物力进行人

才评估 。 而由教育部统一架构的国家学分银行将

最大限度地填平这一人才评价鸿沟 。

其次由行政管理部门筑牢学分银行与资历框

架的相关规则 、 技术 、 资源主体 。 国家资历框架本

质上是一种人为设计 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 的 国

家制度 [ 2 6 ] , 学 分 银 行 则 把 不 同 类 型、不 同 领 域 的

教育机构有机衔接起来，从而形成 一个覆盖所有

学习成果与要素 的现代 国 民 终 身 教 育体 系 。 [ 2 7 ] 学

分银行与国家资历框架互为支撑基础，国 家 资 历

框架的等 级 及 标 准 规 定 了 学 习 成 果 的 类 型 和 层

次，然而是学分银行完成了学习成果从抽象 知 识

层面向具体资历层面 的转 换，因此学分银行将最

— 141 —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3年第 3期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大程度实现国家资历框架的落地支撑 。

最后形成以培训评价组织为主 的 1+ X证 书

制度市场逻辑 。 X证书是学分在学分银行 中 的流

通凭借，而 X证书的标准则是 由培训评价组 织制

定 ， 为迎合其制定的市场逻辑 ， 其他行动者将向该

组织靠拢 ， 赋予其一定的话语权 。 此外 ， X 证书 的

转换标准是学分银行组织运行下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学习成果转换 的核 心 [ 2 8 ] , 而 如何转换也将影射

X证书标准中知识、技能与能力的逻辑概貌，这 意

味着学分银 行将 为 X证书提 供 最大的权威与保

障。

四 、1+X证 书 制 度 的“ 四 步 骤”行 动 转 译 策

略

人和非人类行动者与技术黑箱之间的行动者

网络将不可避免地因行动者的错误参与或漠然应

付出现“ 断裂”和“ 多余联结”等状态 。 为改变这种

状态 ， 各行动者需通过转译实现 。 转译 即 行动 者

不断地将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利益通过自己的语

言翻译和转换出来 的 实 践过程，该过程分为问题

化、利益赋予、招募和动员 。 [ 2 9 ]

（ 一）从“ 分散”到“ 问题化”：明确行动目标

问题化阶段是由关键行动者找出需要解决的

问题 ， 以明确各行动者目标 。 其一 ， 精准划分行政

管理部门权 力 范 围，提 升其 统整 力量 。 教 育 行政

部门首先应发挥 统 筹 与协 调 功 能 ， 应 结合 当地产

业与职业教育 发 展 特 点， 制 定 1 + X 证 书 制 度 特

色方案 ； 之后要发挥牵头作用 ， 在给参与主体留下

发挥余地 的 同 时 为各行动者在培训评价组织建

设 、 证书资源开发 、 信息平台搭建等方面提供资源

衔接机会 ； 最后要发挥监督作用 ， 敦促各项制度的

完善，以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为立足点细化各项

管理制度 、 搭建信息化平台 。 其二 ， 扭转培训评价

组 织 利 益 舵 向 ， 完 成从盈利 到公益的目标嬗变 。
肩负着改革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 将经由该组织发挥其公平 、 科学的评

价作用 。 因此 ， 该组织应以公益性为基础 ， 追求社

会效益为共同愿景，落实组织内部相关人员责任，

健全相应规章制度，在恪守国内行业标准的基础

上积极借鉴 各 国相 关优 秀 案例 。 其三 ， 提 升试 点

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数量与质量的双螺旋耦合成

效 。 在 1 + X 证 书 制 度 中 ， 职 业院校的战略路向

为促进院校本身发展 ，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但在与

其他行动者的 “ 利益纠葛 ” 中往往将竞争目标着眼

于数量上 。 各职业院校应积极更新相关配套资源

支持 ， 通过改革教学与评价方式 、 课程体系以对接

书证融通工 作，革 新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以 契 合 1 + X

证书制度建设路向 。

（二） 从“ 缺位”到“ 利益赋 予”：整合 资源与 出

台政策法规

稳定的利益 网络是行动者相互信任 、多元协

商的核心，利益 分 配 规 则 缺 位 将 引 发 1 + X 证 书

制度实施的诸 多 弊端 。 为 打破桎梏 ， 一 是 从法律

层面夯实 1+X证书制度 的地位 。 教 育 的法律规

范分为保护性规范和调整性规范，前 者体现 的 是

法的保护 职 能，后 者 体 现 的 是 法 的 调 整 职 能 。 [ 3 0 ]

该制度的保护性规范应保护以学习者为代表的被

培训者的收益权，保障学习者职业能力的形 成和

职业发展的成效；调整性规范应明确以培训评价

组织为代表的培训者的义务 ， 细化行业企业 、 培训

评价组织 、 职业 院校 的法律 责任 条款 。 二 是健全

动态监督管 理体 系 。 在 人 员 管 理方面 ， 成立动态

管理机构 ， 从高到低逐级落实工作责任 ， 因地制宜

细化管理政策 ； 在预警系统建设方面 ， 对各主体任

务完成情况设立 警 戒值，根据监测情况及时解 决

问题 ； 在 惩 罚机制健全方面 ， 实施 活性 管理 ， 动态

除名 ， 以铲除暗箱操作 、 假性竞争的不良风气 。 三

是重视激励政 策 ， 凸 显 红利 引 导作 用 。 对 企业而

言 ， 应通过优化竞争氛围 、 缓解融资难题 、 健全企

业纾困方案以助长参与积极性；对试点职业院校

而言 ， 应重视教 师激励作用 ， 出 台激励政策 ， 在晋

升 、 绩效 、 荣誉等方面向参与该制度的一线教师倾

斜。

（三） 从“ 游离”到“ 招募”：吸 纳、引 导 行 动 者

参与

经过了以上阶段， 1+ X证书制度的各行动者

已接受了问题和利益的界定范围，但 行动 者 参 与

缺位问题将 凸 显 。 该制度缺位的行动者分两种，

一种是因为外部限制无法完全融入其中，一种 是

因为内部能力不足无法正常参与 。 为解除行动者

外部限制 ，一方 面 应 筑 牢 1 + X 证 书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 通过构建 1+ X 证书底层技术生态，实 现 一

平 台 多 用 、 多 平 台 通 用 ； 充实各门户网站信息基

础 ， 细化 、 公开化培训评价组织与试点职业院校具

体情况 ； 实施量化调查 ， 详细解读证书热度与就业

情况 。 另一方面应尽快健全国家资历框架与学分

银行，确保 X证书后续顺利转化 。 国家 资历框架

与学分银行的建设应具有灵活性，即 实 现职业 教

育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学习成果的互认 。

因此要保障国家资历框架的可持续性，跟 随 社会

与科技发展情况改善 、 革新其发展样态 ； 加强开放

性 ， 对接国际基准 ， 提升国家资历框架在国际上的

认可度与流通度 。 内部能力不足的行动者主要指

试点职业院校，对其内部能力的提升主要体 现在

对师资的培育上 。 培训评价组织与试点职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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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合力建设 一支优 秀 教 师 队伍 。 在培 育 理念 上 ，

遵循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发展的职业教育底层逻

辑和培养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 的 1+X证 书制度

目 标 导 向 ； 在 培 育 方 式 上 ， 校 企 共 育 推 进 教 师 队 伍

一 体 化 建 设 ， 通 过 下 企 业 挂 职 锻 炼 、 参 与 企 业 产 品

研发等方式提升教师的实 践能力与胜任力；在考

核 标 准 上 ， 建 立 公 正 合 理 的 奖 惩 机 制 ， 实 现 晋 升 方

式的多维考察激发教师内部的创造性与积极性 。

（四） 从“ 偏离”到“ 动员”：构建合作共同体

转译的最后 阶段 ， 要 求 行动 者在面对 异 质 的

网络集体时，能够在不违背其他 行动者意愿的基

础上恰当地代表他们 的利 益 。 因此 ， 统 一 性 与协

作化便成了 1+ X证书制度 网络构建 中各 行动者

的重要特质 。 首先要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发背

景下形成培训评价 组织、行业企业与试点职业院

校的三角关系架构 。 培训评价组织与试点职业院

校的关系落脚点在 学 生，应主动将学生学习经历

与证书捆绑 ， 以学生就业 、 创业与其他能力的提升

为基础开展工作 ； 行业企业应引导 、 规范该组织的

证书开发工作 ， 提高证书的标准化与科学化 ； 试点

职业院校 与 行 业 企业应建立流畅的人才输送通

道 ， 即行业企业参与院校的教学中 ， 院校迎合现实

中行业企业的用人要求 。 其次是在学分银行建设

背景下建成行政 管理部 门、试点职业院校与行业

企业的线性连接体 。 以 行政 管 理 部 门 为射 点，树

立学分银行经营 理念，引领学分银行转换标准开

发与信息平台搭 建 工作；将试点职业院校与行业

企业附着于射线 之 上，试点职业院校负责打通校

内人才培养模式和学分银 行标准衔接方式，铲 除

学历教育与技能培 训壁垒，行业 企业则负责提供

专家 、 技术 、 设备以充盈学分银行的价值沉淀 。 最

后是在书证融通 背 景 下，保障培 训评价组织与职

业院校内部运转的统一性 。 这两者的内部运转需

找出各自运转的 圆 心所在，培训评价组织应以证

书负责人为圆心，统筹调度教师 与学生培训系统

导向 ， 积极跟进各主体的任务 完 成度 。 试 点职业

院校应以教师为圆心，着重对教师进行任务培训，

以配合 X证书与学历证 书在专业、课程 与 知识体

系上的联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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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ctorLogicandEfficiencyEnhancementPathofthe
1+XCertificateSysteminVocationalEducation

XuXiaorong , HuJiasi

Abstract: The1+Xcertificatesy stemofvocationaleducationattachesimportancetothedevelopment

oftheintelligenterabasedonthebackgroundofmacroeconomicindustrial reform. In addition , the
s y stemalsoprovidesinstitutionalsupportforthetrainingof compoundtechnicaltalentsbasedontal-

entevaluation. Inordertoexplorethebroad coverageanddeepnegotiationpatternofthesubjectof
the1+Xcertificatesy stem , thearticleintendstostudy thesy stem withthehelpofactor-networkthe-

ory. Afterthedeconstructionof “ threecategories ” ofactionsubjects , theanalysisof “ threelevels ” of

actionrelations , andthenetworkdescriptionofthe “ threeblackboxes ” actionprocessthroughthe1
+Xcertificatesy stem , thispaperproposesa “ fourstep ” actiontranslationstrategy. Finall y , thispa-

pershowsthelinkagepathandcouplinglogicofthemainbody ofthe1+Xcertificatesy stem , which

helpstocultivate compoundtechnicaltalents.

Keywords: 1+Xcertificatesy stem ; actor-networktheory; vocationalskillgradecertificate ; integra-

tionofdiplomaandcertificate ; creditbank （责任编辑 任令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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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LogicandGovernancePathofModernIndustrialCollege
— PerspectiveofKnowledge-basedTheory

DengXiaohua , FuChuan

Abstract: Knowledge-basedtheory emphasizesthecorepositionofknowledgeintheorganizationand

thedecisiveroleofheterogeneousknowledgegovernance inorganizationaldevelopment , whichhasim-
portantimplicationsfortheconstructionofmodernindustrialcolleges. Fromtheperspectiveofknowl-

edge-basedtheory , modernindustrialcollegescanberegardedastypicalknowledge-intensiveorganiza-

tions. Theknowledgesourcestrategyisthefundamentaldrivingforceforthedevelopmentof modern

industrialcolleges , andtheknowledgecommunicationprocessshapedby thesharing , integration , cre-

ationandtransformationofknowledgeconstitutestheknowledgelogicoftheoperationofmodernin-
dustrialcolleges. Inordertoformaknowledgegovernancepatternofmulticentercoordinationand co
governance, weshouldbuildastrongconnectionnetworkstructureofmodernindustrial colleges ,

strengthentrustbasedoncontractsandimprove thecoordinationguaranteemechanism , soastobetter
promotetheflowandinnovationofknowledgeinmodernindustrialcolleges.

Keywords: modernindustrialcollege ; knowledgegovernance; knowledge-basedtheory; industry-uni-
versity- researchcooperation （责任编辑 骆四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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