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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此制度给各

应用型本科高校指明了会计人才培养的方向。文章论述应用型本科高校以人才市场需求确定会计专业培养目标,为了合理设

置课程体系,将人才市场认可的、权威的技能认证课程纳入到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专业的培养方案,提出学历+技能型的

“1+X”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并根据应用型本科高校和会计专业具体情况,给出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建设措施,确保该

人才培养新模式能够顺利实施。 

[关键词] “1+x 证书”制度；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在职业院校、应用

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试点工作,即“1+x证书”制度,这一制度的出台给各应用型

本科高校指明了会计人才培养的方向。当然,应用型本科高

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并非毫无依据,而应根据应

用型本科高校会计专业的特点、本校专业实验室建设情况、

人才市场需求,进一步探索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专业具有特

色的、符合新的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形势要求的会计专业

“1+X”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基于此背景的研究

对地方经济建设和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专业的生存发展、特

色培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在此基础上,该“1+X”人

才培养新模式有计划地将人才市场认可的、相关权威技能认

证的考试内容纳入到专业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中,使得学生在

获取“1”个本科学历的同时,具备获得“x”个权威技能认

证证书的能力,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拓宽学生就业

渠道,也为地方经济建设与发展服务。所以应用型本科高校

应该充分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及培养目标,了解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情况,改进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1 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存的问题 

我国设有会计专业的高校已经超过了700所,其中有300

多所高校属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如今高校本科会计毕业的大

学生有很多,往往企业需要的具有职称高、能力高的有经验

的会计人才,所以导致高校本科会计毕业生能受到企业的青

睐的很少,当然这与高校本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

题息息相关。 

1.1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不一致 

由于大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会计专业的教学目标笼

统模糊,使学生对会计专业、教学内容的理解存在偏差。目

前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的教学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应试教育

的桎梏,更加偏重于学术性的高校的培养目标,重理论而轻

实践,学生很难得到实践机会,导致学生毕业后需要企业花

段时间进行技能的培训,不能做到一毕业就上岗,导致企业

提高了人力培养成本。 

1.2课程体系与职业资格考试衔接性差 

企业需要的是开始工作就能上手的雇员,不需要花费太

多的人力培养成本,所以刚毕业的大学生要用证书来证明自

己的能力。而绝大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会计专业的课程体

系与社会职业教育的资格考试联系性不大,刚毕业的本科会

计专业毕业生只有学历证和学位证,无法向企业证明自己的

专业能力。最后就导致毕业生的就业率不高,就业专业不对

口,这样也给高校会计专业的教学质量带来不利影响。 

2 应用型本科高校构建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措施 

2.1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相统一 

针对本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对会计专业

人才的需求情况,结合自身院校的特色,制定鲜明的“应用

型”人才培养定位,应用型本科高校应将会计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为：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强实

践能力的会计应用型技术人才。学生经过系统的基础理论学

习和国家认可的相关会计资格认证课程体系的学习,能系统

掌握会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会计实践能力和获取新知

识、新技术能力,成为具有会计理论知识和实践性双高的高

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这样企业就不会增加人才培养成本,

企业也更喜欢使用刚毕业的大学生,那么高校培养的人才和

市场需求相统一,使得应届毕业生和企业能无缝连接。 

2.2与职业资格证书相联系设置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首先,我们通过对本地人才市场需求分析,确定会计专

业培养目标。然后,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规

范性文件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制定出应用型

本科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确立培养应用型

本科会计职业人才的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根据培养方

案制定出与职业资格证书相联系设置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该

课程体系可以分为四个方向：财务会计方向、审计方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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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方向、税务方向,根据划分的不同方向,设置培养方案

课程不同的体系,每个方向也有不同的职业资格认定证书,

在设置不同方向的课程时,根据不同的职业资格认定证书设

置相应的课程体系。 

2.3构建“1+X”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根据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采用“学历+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有计划地将人才

市场认可的、权威技能证书的考试内容纳入到会计专业的培

养方案中,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课程,使得学生在获取本科

学历的同时,能够有能力考取以下技能证书： 

2.3.1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考试(以下简称“初级

会计证”) 

“初级会计证”是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与

信息化部举办的国家级“以考代评”考试,其考试范围的广

度和考试内容理论要求的深度决定了其在会计行业具有很

高的基础性。通过初级会计实务和经济法的学习,保证了会

计专业本科生应具有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 

2.3.2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 

证券从业资格,是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简称。该证

书是全国性质的资格认证考试,是国家金融机构进行认证的

资格证书。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是从事证券行业的入门考

试。很多会计专业的学生毕业以后都会选择进入银行或者证

券机构工作,所以该证书是进入金融证券行业的基础证书。 

2.3.3国际财务管理师(IFM) 

国际财务管理师是国际财经管理专业领域的一套职业

资格认证体系,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资格鉴定中心

引进的仅有的三个金融类证书之一,由国际财务管理协会创

建并在全球推行。随着我国国际化的趋势,我们需要更多的

国际化人才,该证书的为我国培养中高级国际性财务管理人

才指明了方向,最终满足各类企业及机构的人才需求。 

2.3.4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 

资产评估师是指经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取得

《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并经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登记的

资产评估专业管理人员,主要从事资产评估工作。资产评估

也是会计专业方向的一个分支。 

2.3.5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 

税务师是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税务师职业资格

证书》并经注册登记的、从事涉税鉴证和涉税服务活动的专

业技术人员。税务方向也是会计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的

工作方向之一。 

2.3.6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是指通过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考试并取得

注册会计师证书。注册会计师主要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从

事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是很多会计专业学生所追求的会计

最高的水平。 

以上所有的证书考试都能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并且能

提高学生会计专业的实践能力,那么应用型本科高校可以根

据自身院校会计专业实验室主要拥有的实验软件及设备的

实际情况,可以将上述职业资格考试内容纳入到会计专业培

养方案之中,从而不同的方向设置不同的课程体系。 

在“1+x证书”视角下,通过对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研究,找到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所在,并积极采取灵活而又科学的教

学改革措施,改变现有的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应用

型本科高校会计学教学的整体质量。这对于学校发展,提高

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学校人才素质方面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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