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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热”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调查报告 

张翠平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一、调查方式 

主要是选择发放问卷，后在发放问卷的对象中随机抽取部分学生作为访

谈对象，进一步来验证所做的调查的效度。同时还有对用人单位的访谈调

查。 

二、调查时间 

第一次调查是2008年6月25日－2008年7月25日。   

第二次调查是2008年10月9日开始。现在还在调查的进行之中。 

第三次调查目前也在进行中，是对用人单位在录用大学生时对其所持有

的证件的看法和对目前大学生就业状况的看法。 

三、调查地点 

选择重庆地区的三所高校作为本研究的地点，即重庆大学、西南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选择这三所高校的原因是： 

1．这三所高校都是重庆地区的综合性的高校，其中重庆大学是全国性

重点大学，也是该地区理工科的权威代表。而西南大学不仅是全国重点大

学，同时它主要是以师范类与农学类等学科著称．重庆交通大学是一所多学

科的普通大学，能代表近几年来重庆地区普通大学的发展状况。做重庆地区

大学生的考证情况，选择它们比较有代表性。 

2.本人假期在重庆创富职业资格培训学校等培训机构的调查发现，这些

培训机构主要在每学期初，就是职业资格报名期间——大约是2月初－4月

初，八月初－10月初。主要选定重庆地区这三所高校设立较多的培训报名

点，而大体的原因是因为这几所学校的招生规模相对比较大，学生报考职业

资格培训的比例较其他高校高。 

3.研究的便利条件，有认识的老师和同学在这几所学校，为本研究的调



查提供了方便。 

     四、调查对象 

主要选择重庆这三所高校大三或大四的学生进行调查，因为通过访谈

发现虽然考证一族在大学生的各个年级都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主要

考证的力量集中在大三和大四的学生之中，他们即将面临着就业的压力，

而且所上的专业课学分也基本在这个年级修完，相对大一和大二的同学更

有考证的时间和精力。同时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式，他们也开始对自己的职

业方向有一定的认识和规划。 

五、调查目的 

1.首先是对大学生考证的情况的调查。 

2.对大学生考证与就业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进行调查。 

六、调查问卷的具体步骤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是借鉴前人对高校大学生考证问卷的基础上结合自

己的调查设计的。主要从以下7个维度进行设计的： 

1.  大学生考证的目的  

2.  所获的证书的类型和考证的费用 

3.  考证培训的时间和培训班的情况 

4.  考证与专业课之间的相互协调 

5.  大学生对就业的了解状况 

6.  本专业与就业预期是否一致 

7.  大学生对自己生涯规划的设计 

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西南大学、重庆大学、重庆交通大学三所综合性

高校中各发放问卷各100名，共300份。在西南大学回收93份，回收率达到了

93%，重庆大学回收了90份，回收率达到了90%，重庆交通大学回收了95份，回

收率达到了95%。三个地点合计问卷的回收率达到92%。通过对大学生的访谈发

现，其中有效问卷有263份，达到87％。发放问卷的专业分别有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制药专业、科学教育专业、英语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生物科学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技术、土木工程专业等。 

通过调查发现，有的学校英语四级和计算机二级和学位证书挂钩，所以这种

高校里考通用型（必考型）证书的学生几乎达到了100％。而近几年来随着就业

形式的严峻，其中绝大部分高校的学生都对公务员的考试跃跃欲试。这是对大学

生考证热的一个缩影。据有关机构调查，2005年国家和一些地方公务员的报名人

群中，高校应届毕业生应考比例超过七成，成为主力大军。综合分析三所高校的

考证率,有80％的高校学生表示考过证书，有94％的学生表示即将要加入高校

“考证族 ”的行列，其中有14％的同学没有参加过考证但都准备参加考证，只

有6％的同学没有参加过考证也不准备参加考证。 



考证的热度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则是众多证书考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遍布高校的大大小小的考前培训班都在忙着招生，这些培训班的广告铺天

盖地，动不动就以“通过率百分之八十” “命题专家权威授课” “内部辅导资料”等宣

传语进行宣传，“连续五年保持高过关率” “重庆地区考证通过率最高纪录”等口号

更是让人心动。许多培训机构都标榜考证的价值，比如某培训就够就打出了“一

证在手，前途无忧”的广告，还针对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资格证书进行详细的宣

传，像人力资源管理的证书，指出有了此证书就业将提高5个星的指数，提出目

前这一证书很被企业和用人单位看重，人力资源岗位就业前景看好，获得中级资

质以上人力资源管理师的年薪将达到10万左右，是少有的高薪岗位。还有心理咨

询证也被认为是“阳光证书”，拥有此证书将具有极好的就业前景。通过调查发

现培训班在大学生的考证生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子，一般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

班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短期的培训班大约是3天左右，主要用于点拨考试的重

点，难点，还有对相关领域专家的考前预测等。长期的培训班一般是在假期或周

末，大约2个月左右，包括对试题具体的讲解和预测等。而在国家关于某些职业

资格证书的考试中，要求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所以有

些证书报名的同时也就需要参加相关的培训班。通过访谈发现近几年来比较受大

学生欢迎的证书有教师资格证、人力资源证书、心理咨询师等。对一个参加心理

咨询师考证的学生来说，培训班费用1200-2400 左右，资料费是200左右，报名

费用200左右，加起来就是1600-2800，据说这还是学生优惠价。而参加人力资

源资格证书的同学一般都最少要2000左右，可见考证的费用对大学生的经济状况

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而大多数学生考证的费用都是父母给提供。同时考证不仅需

要一定的财力投入，而且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通过调查也发现，大部分的大学生认为考证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就业。就业竞

争压力迫使大学生不得不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在用人单位不了解自己的情况

下，证书成为用人单位了解大学生的直接途径，也是大学生证明自己能力的手段。

对大学生考证目的的调查分析中发现大部分的学生考证的目的是为了就业做准备，

占到了83％的比例，其中有13％的同学是出去兴趣爱好而去考证，其他7％的人是

盲目跟风，有的是受同学的影响，也有是受家庭的影响等。由此可见，大学生参加

考证的目的性较强。不断加大的就业压力增加了学生对考证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

考证的盲目性。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与社会上人才需求矛盾的加剧，就业危机不断

加大。作为面对危机的主体，众多大学生已失去了自己既定的方向。《中国青年

报》曾作过关于就业压力的调查，共有1431人参加调查。结果发现，92.94%的学

生存在就业压力，77.5%的学生在找工作期间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可见，毕业生

人数的增加给就业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就酿造了大学生的考证热现象。 

 

 



大学生“考证热”现象调查问卷 

亲爱的大学生: 

 你好! 近年来随着就业竞争日益激烈，大学校园里兴起了“考证热”。本调查主要是了解一下大学生朋友们参加考证的一些

情况。我们从高校中随机抽取了一部分同学，作为大学生代表，你是其中的一位。本调查不用填写姓名，答案也没有正确错误之

分。请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每题的答案中选择一个打钩，衷心感谢你的支持与合作!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l.性别 

A男B女 

2.所学专业: 

3.是否参加过考证? 

A是   B否，但准备以后去考   C否，以后也不准备去考 

4.参加考证的原因? 

A兴趣爱好B为就业准备C盲目跟风D其它 

5.是否参加培训班? 

A参加B没参加 

6.你认为自己的专业就业前景好吗? 

A好B一般C很差 

7.你是否有过因参加考证而逃避专业课学习的经历? 

A有B没有 

8.你参加了什么样的认证考试?（可单选或多选）   

A计算机B英语C法律经济D其它 

9.你获得了何种级别的资格证书? 

A初级B中级C高级E 没有  

10.认为参加考证学习，对专业课学习何影响? 

A促进作用B负面影响C没有影响 

11.在专业课与考证学习相冲突时，你选择 

A考证B专业课   

12.你认为证书对就业有帮助吗? 

A帮助很大B一般C没有帮助 

13.当初选择考证，是受同学的影响吗? 

A是B不是 

14.影响你做出就业选择的因素有哪些? 

A兴趣B待遇C亲友建议D职业前途 

15.你对自己将来的就业是否怀有危机感 

A有B没有 

16.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就业问题的? 

A高中B大一C大二D大三E大四 

17.你对自己将来想从事何种工作是否有清醒的认识? 

A有B没有 

18.你对自己学习成绩在班上的排名情况是否关注? 

A不关心B无所谓C关心 

19.你了解当前的就业政策吗? 

A是B否C一般 

20.你毕业后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