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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个专属于大学生的代名词“考证
族”。

考证族，顾名思义，即为了各种证书勤学苦练、奔波忙
碌于各个考场的一群人。其实，我认为这是一群值得尊敬
佩服的人，因为这群人是有远见的，他们已经在为自己的未
来谋出路，为了能够在就业时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他们充
分利用课余时间来丰富充实自己。这样的一群人是值得肯
定和学习的。

之前看过这样的报道，说中国大学生最轻
松自在的大学生活恰恰是外国大学生最
辛苦的时光。的确，高中时候，常常听
到老师说，考上大学就可以放松
了。然而，当我们放松的时候，恰
恰就是差距拉开的时候。所以，这
个时候我们就该为了缩小差距而
努力，考取证书不失为一个很好的
方式。例如，我是学法律专业的，如
果我考取了商务英语的证书，这样，在面
试时我就比法律专业和商务专业的学生更
加有利，自己的优势和价值也就显而易见了。

随着我国就业市场形势的日益严峻，大学生就业难已
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 况且专业不对口现象已经越来越
普遍，在大学期间率先出击学习其他行业的知识，获得相关
证书，无形中就为自己拓宽了就业渠道，在找工作时便会拥
有更多的主动权。手持多本证书，这就意味着你比别人含

“金”量更高，这无疑能让你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更胜一
筹。有人可能会说；考证会耽误专业课的学习，其实并不冲
突，考证和专业课的学习完全可以相得益彰。报考非所学
专业证书，有助于学生不断地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激发智

慧和潜能，不断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对自己本
专业的学习有着极大的益处。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证
书，备考过程中能使自己对专业知识了解更深入更透彻。

其实，考证的目的不仅仅只是证书，还有在考证过程学
会的那份坚毅那份恒心。可以想象，陌生的工作岗位摆于
面前，却没有让你满意，而且与你所学专业不对口时，曾经
所考的证书不仅是一份能力凭证，还会是给予你信心给予

你勇气的能量源。当然，也有一些学子不只是为了提高
就业竞争力而考证，他们跨专业，考证书，追

寻着“爱好即职业”的人生信条，他们
在备考期间，不仅满足了兴趣爱

好，还能完善自我，提升个人素质
和能力，以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生
活状态。考证的意义是什么？
在某个程度上说，是为了可以

在未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证书
越多，就业之路就更为开阔。由

此可见，在校大学生热衷于考证，不
断提升自身能力，这是值得肯定，并应该

鼓励的。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学
有余力并看清自己目前的状态以及明确对未来规划的基础
上进行的。只有真正将知识内化成技能，才可如愿以偿，脱
颖而出。证海无涯，需理性做舟，奋斗为桨。

已经在“证海”中的你，请坚信自己的选择，风雨兼程。
未出海的你，请明确自己的目标，你准备好出发了吗？

不舍昼夜游“证海”，该不该？
梁耀文 于卓

近些年来，考证热在大学校园里急剧升温，并且呈
现出低年级化趋势。新学期开始，各大高校的图书馆已
座无虚席，学习氛围浓厚，大学生们都在认真准备各种
证书考试，英语考级证、剑桥商务英语证、计算机证、普
通话等级书、证券从业资格证、人力资源管理师证、导游
证、驾驶证……各种证书考试层出不穷，热浪滚滚，在各
大院校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考证热”。然而，“考证热”究
竟能为大学生的成长和就业带来多少胜算呢？这是每
一个踏入大学校门的学子必须冷静思考的问题。

面临着就业的压力，大学生们竭尽全力拿下一个个
证。如今学历证书不过是一个人基本素质的证明，已经
无法成为他们找到工作的王牌，他们普遍的认知就是

“多一个证书多一条门路”。谁的证越多，谁得到这份工
作的胜算越大。优胜劣汰的普遍规律，指引他们走上考
证的道路。甚至有些人不过是从众心理，他们认为考证
就像参加社团一样，你去参加那我也参加。他们根本不
明白考这些证有什么作用，只是抱着多一个证也没什么
坏处的心理。

众所周知，考证的路途并不平坦，除了部分证书要
交高额的报名费外，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准备考试，
有的人甚至放弃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花费在考证上，这种盲目考证的做法难道不是本末倒
置吗？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有一点是可以肯
定的，以一张或几张证书来替代能力的想法是行不通
的。在当今社会“考证热”的背后，用人单位也经过了理
性的思考，用人单位更看重证书背后的真实能力，没有
哪家单位会需要一些“书呆子”、“证呆子”。拥有某个证
书，只能证明你掌握了这方面的理论知识，而在实际工
作中的具体应用如何还是个未知数。把大学四年的黄
金时间都用在考证上，忽略了自身的均衡发展和能力提
高，最终会耽误自己的人生发展之路。试想一下，如果
大家都凭着众多证书中的一张而找到了工作，大学四年
的专业学习不就白费了，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
都在家里自学考证更划算。

大学校园里的“考证热”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规
范这种现象需要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从而使大学
生能够科学合理并且有效地考证，避免一些盲目考证和
跟风考证等现象的发生。首先，大学生本身应该有明确
的职业生涯规划，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有目的的完成
相关的考试，获得合格证书，从而为理想的职业增加强
有力的筹码；其次，用人单位应树立正确的用人观，证书
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应以长远的目光来
审视人才；再次，学校应对大学生做必要的职业生涯方
面的培训，考证并不是就业最有效手段，人的时间和精
力都是有限的，与其将时间浪费在考取不利于职业发展
方向的证书上，不如花费精力去提高专业的实际操作能
力。另外，有关职能部门也应采取措施管制各类证书的
培训机构，要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

目前，国家已经在逐步取消一些职业的“证书”准入
门槛，在去年以来已取消149项职业资格的基础上，国家
今年又取消62项职业资格和认定事项，不再难为青年
人，今后职业资格将不再成为就业的门槛。

作为时代骄子的大学生们，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对
专业学习的深入上，学有所精，学有所成，同时也要多参
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增强自身的实践能力，才能将自
己 打 造 成
为 真 正 适
合 现 代 社
会 发 展 的
有用人才。

对“考证热”的“冷思考”
刘珊杉彭思铭

近年来，“考证”狂潮席卷了全国各大高校。“大学必考十
大证书”、“毕业生必考的五大最值钱证书”等说法在网络流传
已久。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观点：“考证”是大学生涯的必经
之路。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考证热，是就业压力在作祟。随着我国大学生总人口的
急剧膨胀，人力资源市场趋近于饱和，“就业难”三个字就如一
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压在每一个青年学子的心上。社会上部
分用人单位将证书文凭当作录用的重要考量，某些高校对于
证书有硬性指标，加之学生自身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职业
规划，在这三重力量的催化之下，“考证”便成为了考证一族寻
求心理安慰的“定心丸”。 许多本不打算考证的同学，因考证
热的马太效应卷入到考证狂潮中，成了受害者和助推者。只
可惜，狂潮再狂，此“定心丸”亦难成求职之良方。

原因有三：其一，证书只是求职中的一块“敲门砖”，而不
是决定性因素。现在单位用人时，更多的是看中个人素质和

实际工作能力。相反，盲目地考取大量与所求职业无关的证
书，反而暴露了自己缺乏就职规划、专业忠诚度不高的短板。
有报道称，某名准毕业生，大学四年狂揽65个证书，却仍然不
能如愿找到一份工作。可见，证书在手，工作依然难求。

其二，当前许多证书的“含金量”不足，这样的资格证书考
试已经普遍流于形式。7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决定，在去年已取消的149项资格证书的基础上，再取消
网络广告经纪人、全国外贸业务员、注册电子贸易师、港口装
卸工等62项职业资格。截至目前已有211项各类职业资格取
消。这正说明了，不管在哪个行业，证书都不是衡量一个人专
业能力大小的唯一标准。

其三，盲目考证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有碍于专业学
习。考证非易事，需要自学教材、勤加练习，甚至报名参加培
训班。很多大学生同时报考几种证件，利用上课时间甚至睡
眠时间“刷题”，却忽视了本专业课程的积累，导致成绩下滑、

学习效率下降，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为考证所积累的知识，在
取得一纸证明之后很快就被遗忘了。如此反复，不加思索、不
加创新，功利地度过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涯之后，你又真正留下
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呢？

综上所述，考证这块“敲门砖”也能成为“绊脚石”。蔡元
培先生说过：“大学并不是贩卖证书的机关。”作为新时代的大
学生，在严峻的就业压力之下，我们更应该守住本心，努力提
高自身素养，积累专业知识，树立高远的志向，而非单纯地为

“证”而学，为“职”而学。我们更应借助知识的积累、创造力的
运用为人类社会发展建功立业，而不被一己私利、一时困顿所
蒙蔽。

如果求职是一场征途，放下对证书的执念,素养与能力，才
是最有力的证明；如果人生是一场征途，放下短浅的眼光,实践
与胸怀，才是继续行走的力量。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这么一群人在为考证忙。在他们看
来，证书不仅是能力的象征，也是实现职业方向的一种追求。
在一定程度上，证书是我们找工作的“敲门砖”，手持一本证
书，就多了一个筹码。让我们一起来扒一扒财经类院校含金
量较高的证书。

应用领域：1.会计机构负责人 2.出纳 3.稽核 4.资本、资金
核算 5.收入、支出、债权债务核算 6.工资、成本费用、财务成果
核算 7.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核算 8.总账 9.财务会计报告编
制 10.会计机构内会计档案管理，等等。

考试科目：会计基础、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电
算化。

考试时间：上半年为6月20日—30日；下半年为2015年11
月20日—30日。

应用领域：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上市公司、投资公司、
大型企业集团、财经媒体、政府经济部门等。

考试科目：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证书均为单科
证书。

（1）公共基础为必选科目，通过公共基础科目考试及证书
审核的银行从业人员将获得公共基础证书。

（2）专业科目（个人理财、风险管理、公司信贷、个人贷款）
为可选科目，考生可选择其中一科或多科报考。专业科目考
试及审核通过后的银行业从业人员将获得相应单科专业资格
证书。

（3）单独通过公共基础考试而未报考其他专业科目的银
行从业人员，可申请公共基础证书。

考试时间：一年两次，每年时间以具体安排为准。最近一
次为：2016年5月28-29日。

应用领域：证券从业资格证是进入证券行业的必备证书，
主要应用于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上市公司、投
资公司、政府经济部门等的重要参考。因此，取得证券从业人
员资格证是从事相应单位证券业务的第一道关口。

考试科目：主要为《证券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一共
五门课，4个专业课，1个必考科目。只要通过基础知识和任意
一门专业课就可以获得从业资格。

考试时间：由证券协会每年统一确定。

应用领域：从事期货业务的经营机构。
考试科目：“期货基础知识”、“期货法律法规”、“期货投资

分析”。
考试时间：每年5次，一般为2、4、5、7、10月，日期以准考

证时间为准。

应用领域：中央(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商业银行、外资银
行驻国内分支机构、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含
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控股集团等金融公司、政
府行政机构等。

考试科目：理财规划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分为三个等级，
即助理理财规划师、理财规划师、高级理财规划师。助理理财
规划师全国统考科目为：理论知识、实操知识两门。理财规划
师和高级理财规划师全国统考科目增加综合评审。

考试时间：每年考试两次，分别为5月中旬和11月中旬。

应用领域：人力资源管理师的工作就是预测组织人力资
源需求并作出人力需求计划、招聘选择人员并进行有效组织、
考核绩效支付报酬并进行有效激励、结合组织与个人需要进
行有效开发以便实现最优组织绩效。无论在什么领域，人才
测评、绩效评估和薪资激励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人力资
源管理模式的核心。因而人力资源管理师应用于各个领域。

考试科目：考核技术知识和技能操作。涉及人力资源规
划、职业生涯设计、薪酬福利设计与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等相
关内容。

考试时间：每年两次，分别在5月和10月。

七、造价工程师
应用领域：造价工程师执业范围包括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的编制，审核及项目经济评价；工程计算、投标投价的编审等
与工程造价业务有关的事项。因此造价工程师主要应用于工
程建筑单位。

考试内容：《工程造价管理相关知识》、《工程造价计价与
控制》、《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工程造价案例分析》（后两个

科目分土建和安装两个专业，考生可任选其一）。
考试时间：每年的10月17、18日举行。

八、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应用领域：一般是从事需要外语翻译的外贸易工作单位，

更有外交局、外交部，驻外使馆等级别更高的组织。
考试科目：主要分笔译和口译。二、三级笔译考试均设

《笔译综合能力》和《笔译实务》2个科目；口译考试均设《口译
综合能力》和《口译实务》2个科目，其中二级口译考试《口译实
务》科目分设“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2个专业类别。

考试时间：全国性统考时间，一般为上半年5月，下半年11
月。

九、司法考试
应用领域：从事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等职业。
考试科目：（1）试卷一：综合知识。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法理学、法制史、宪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
济法、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

（2）试卷二：刑事与行政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刑事诉讼
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试卷三：民商事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商法、民事诉
讼法（含仲裁制度）。

（4）试卷四：实例（案例）分析、司法文书、论述。包括：试
卷一、二、三所列科目。

考试时间：一般在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末进行考试，连考
两天，分别考查四个试卷。

十、审计师
应用领域：从事审计工作的企业、单位、审计局等。
考试科目：1．初、中级 《审计专业相关知识》、《审计理

论与实务》。
2．高级 《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审计理论与审

计案例分析》。
考试时间：每年10月下旬的第一个周末或10月中旬的最

后一个周末。

扒一扒财经类院校含金量较高的证书
彭亭平原意婷

(作者单位：大学生通讯社）

(作者
单位：大学
生通讯社）

(作者单位：大学生通讯社）

“证途”非征途
郭怡

(作者单位：大学生通讯社）

一、会计从业资格证

二、银行从业资格证

三、证券从业资格证

四、期货从业资格证

五、理财规划师

六、人力资源管理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