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 职业教育研究

2019 年，我国颁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明确提出：“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

式改革，借鉴国际职业教育培训普遍做法，制订工作

方案和具体管理办法，启动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

德国近年来引入创新型资格化模块———附加资格

（Zusatzqualifikation，ZQ）模块，旨在强化职业教育系

统与劳动力市场间的联系，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

和学习者个性化的需求。德国职业教育的附加资格模

块与我国 1+X 证书制度中的“X”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都是倡导职业教育的学习者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

取得其他职业相关的资格证书，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

能力，改善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德国附加资格模块，对

我国的 1+X 证书制度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通过重点分析德国附加资格模块的施行及价值，

尝试对我国 1+X证书制度试点提出启示。

一、德国附加资格模块的内涵阐释

（一）附加资格模块的内涵

为强化教育培训系统与劳动力市场间的沟通联

系，提高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间的渗透性，促进教

育与实践的交流，德国在 2001 年发起“职业教育＋”
（AusbildungPlus）改革项目，提出“职业教育+附加资
格”和“双元高等教育”①两类人才培养模式。附加资格

模块作为其中重要的教育政策工具，旨在提高职业教

育的适应性，弥合或缩小职业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

需求之间的代沟，提供适时满足劳动力市场和学生个

性化需求的职业教育。 2005年，德国修订的职业教育

法（Berufsbildungsgesetz，BBiG）中首次提出引入“附加

资格模块”。 BBiG指出：“附加资格模块是一种在教育

职业的‘职业标准’之外传授的额外的知识、技能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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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面向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的学徒，在教育期间

进行的其它补充内容的培训。 ”从培养对象看，附加资

格模块针对在双元职业教育制度框架下接受初次职

业教育的学徒；从培养目标看，附加资格模块的培养

目标要高于职业教育条例和职业学校中规定的最低

要求，是“职业标准”基础上职业行动能力的深化和扩

展；从培训实施条件和时间看，要求附加资格模块在

学徒接受职业教育期间或之后立即进行，最短学习时

长不低于 40 小时， 必须通过能力考核认证才能取得

最终的资格证书[1]。 三个实施条件缺一不可。

（二）附加资格模块的分类

附加资格模块， 依据有无纳入职业教育条例中，

分为编纂附加资格模块和非编纂附加资格模块。两类

附加资格模块都是采取自愿原则，即由学生决定是否

选择学习。编纂附加资格模块是在教育职业的职业教

育条例中有明确规定的附加资格模块。教育企业提供

常规的结构化培训，将编纂附加资格模块要求融入到

教育培训全过程中，最终的考核也融入到了最终的结

业考试中。非编纂附加资格模块是没有被纳入职业教

育条例的附加资格模块。这些附加资格模块由教育企

业独家提供，教育企业在学习者附加资格模块培训结

束后向行业协会单独提出申请，学习者参加单独组织

的考核[2]。

与编纂附加资格模块相比，非编纂附加资格模块

在数量上占主体地位。据“职业教育+”数据库的统计，

德国目前非编纂附加资格模块种类达到 400 多种，每

年有 2000 多个培训组织提供约 18000 项附加资格模
块，有 8万多名学徒获得非编纂附加资格。 尽管编纂

附加资格模块数量相对较少，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

来德国编纂附加资格模块的数量处于急剧发展阶段。

2009—2010 年， 德国仅有 1 个职业设有编纂附加资
格模块。 2017年，设有编纂附加资格模块的教育职业

数量增至 8个，2018年，该类教育职业数量增至 20个
（见表 2）[3]。 编纂附加资格越来越多， 根本原因为应

对工业 4.0 背景下技术、工作要求的不断变化。 教育

职业必须在原有的名称下面能力需求进行扩展，但又

没有达到重新设立一个新教育职业或重新修订教育

职业标准的程度。预计未来德国将有更多的编纂附加

资格模块纳入到教育职业的职业教育条例中，以此提

高职业教育的灵活性与可扩展性。

二、德国附加资格模块的运行机制

（一）精细严谨的法律法规

德国职业教育法中规定，附加资格模块必须满足

以下要求： 附加资格模块的最低学习时长不得低于

40 小时； 附加资格模块的最低内容标准必须超过法

规的最低要求，即能力要求要高于教育框架计划和框

架教学计划中的内容；学习结束必须进行考核，以确

定是否具备附加资格模块能力，成绩合格者颁发相应

的证书[4]。

此外， 提供附加资格模块的职业学校也对其运

行实施制定了具体的法规约束。例如，职业学院考核

条例（Prüfungsordnung Berufskolleg，APO-BK）做了如
下规定：职业学院应免费为学生提供附加资格模块培

训；附加资格模块认证可以由职业学院负责，也可由

行业协会等其他机构负责；职业学院要与企业，跨企

业培训中心，工商业协会或其他职业学院等机构开展

培训合作；附加资格模块的培训计划要纳入到职业学

院的课程教学计划中[5]。

（二）高效合理的学习时间

附加资格模块培训的时间也是制度运行过程中

一个关键要素， 直接关系到学习成效。 相关研究表

明，如果附加资格模块的学习时间超过 200 小时，则

学生放弃学习的可能性将增加 10%[6]。 “职业教育+”
数据库中有关附加资格模块培训的时间分布从 40 小
时至 1000 小时以上。 其中，超过 1000 小时占比仅为
2.5％，500 到 999 小时之间的附加资格模块也只有
6.7％，200 到 499 小时的附加资格模块占比较多，为

表 1 编纂附加资格模块与非编纂附加资格模块之间的区别

编纂附加资格模块 非编纂附加资格模块

培训与
考核内容

在职业教育条例中列出，
反映变化的职业标准

未在职业教育条例中列出，更针对
企业具体的专业化需求

培训形式
结构化、阶段性的常规教
育培训形式

更灵活的教育培训形式

考核 融入 IHK结业考试中 向 IHK单独申请考核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职业
数量

349 348 344 344 329 327 327 326 326 325

设有编
纂附加
资格模
块的职
业数量

1 1 6 6 6 7 8 8 8 20

表 2 2009—2018 年设有编纂附加资格模块的职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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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0 至 200 小时的附加资格模块也占比最多，

为 66.7％[7]。

此外，有大约三分之二的附加资格模块，采取伴随

式的学习， 即学徒在接受常规教育过程中， 每周接受

1~5个小时的附加资格模块培训。 其余三分之一的附

加资格模块，需要学徒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完成。由于

附加资格模块学习需要良好的学习能力和专业基础，

因此， 大多数的附加资格模块在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

开展，其中在第二年占比 33％，第三年占比 27％[8]。

（三）多元主体的培训供给

德国附加资格的实施主体则呈现多样化特征，除

职业学校之外，教育企业、行业协会、生产供应商、普

通高等学校都可以成为附加资格培训的承担者。 其

中，职业学校和教育企业一直是附加资格模块最重要

的实施主体。 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研究项目

“附加资格模块———协调的组织模式”通过对 1883 个
附加资格模块进行调研得出结论：职业学校是附加资

格模块培训最主要的承担者，占比为 48.7％；排在第

二位的是教育企业，占比 12.6％，且培训大多集中在

大中型企业，因为大中型企业不仅能为附加资格模块

培训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同时附加资格模块培训也

能为企业带来高的投资收益率，达到“双赢”。 企业提

供的附加资格模块培训大都与其业务发展密切相关，

以便提早获得优秀的技术人才储备。 此外，各行业协

会也是附加资格模块的主要承担者，其中手工业协会

占比 9%， 工商业协会占比 8.1%， 其他专业协会

（Fachverband）占比 2.5%。 其余 19.1%的附加资格模
块培训由高校、供货商、跨企业培训中心和其他教育

机构承担（见图 1）[9]。

（四）灵活扩展的内容形式

从附加资格模块培训内容上看，有垂直附加资格

模块和水平附加资格模块两种内容形式（见图 2）。

垂直附加资格模块是在职业领域内，在学习者具

备一定的职业基础的前提下，补充扩展职业相关的知

识和能力[10]。 学习目标通常是为职位晋升做准备，学

习者毕业就可从事更高一级的岗位。 例如，零售营销

职业为有志向追求更高职位的学徒，提供了商业助理

（Handelsassistent，zbb）的附加资格模块。 学徒在学习

零售营销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可学习人力资源组织

与管理、贸易营销等额外的知识技能。 学生毕业在获

得毕业证书的同时，也获得商业助理的附加资格。 学

徒毕业即可直接晋升企业中层管理岗位，成为企业部

门、团队或分店经理等[11]。

水平附加资格模块是在职业或跨职业领域内，补

充扩展知识技能， 获得职业或者跨职业领域的附加

资格。水平附加资格模块与岗位晋升没有直接关系。

例如，德国不来梅职业学校近两年推行“电子商务初

级助理”的附加资格模块（E-Business Junior-Assis-
tant，EBJA），目标是使商业职业教育中学习者获得电
子商务运营应用能力，培训时间是 40小时[12]。此外，附

加资格模块还包括一些与职业无关的资格，如学习

获得欧洲计算机执照（European Computer Driving Li-
cence，ECDL），项目管理、外语证书等。

目前 ，在 “职业教育 + ”数据库中大约登记有
2300 个附加资格模块，具体内容分布见表 3[13]。 从学

生数量分析，位列前四位的是国际化资格、营销资格、

应用科学大学 （Fachhochschule，FH）入学资格和 IT
资格，表明学习者对这四类附加资格模块培训的需求

尤为突出。此外，相关调研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一的附

加资格模块培训对学习者采取独立编班，57％的培训
采用项目教学，13％的培训对学徒进行个性化培养，

即针对每个学徒个体制定不同的学习方案，52%的培
训采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手段，如应用计算机辅助教

图 1 提供附加资格模块培训的各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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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垂直附加资格模块与水平附加资格模块

垂直附加
资格模块

（如贸易助理）

水平附加资格模
块： 跨职业领域
的附加资格 （如
营销职业学习管
理知识技能）

附加资格模块

水平附加资格模
块： 职业领域中
的附加资格 （如
零售营销职业学
习电子商务）

与职业无关的附加资格模块（如学习获得
欧洲计算机执照，项目管理、外语类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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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互联网在线学习等[14]。 （详见表 4）

（五）透明公正的考核认证

为提高附加资格模块在就业市场上的公信力，使

年轻人和企业都从中受益，必须构建透明公正的考核

认证制度。

第一，申请附加资格模块考核的学生，必须证明

其具备了良好的专业基础与学习能力，一般需要向考

试组织机构，如行业协会出示教育企业的教学计划或

教育培训证明。

第二，附加资格模块都设有单独的考试，行业协

会对成绩合格的考生单独颁发相应的附加资格模块

证书。附加资格模块考核的结果不列入最终的结业考

试总成绩中， 考核结果对学生正常学业没有任何影

响。 未能通过考试的考生有两次补考机会，补考则必

须学徒自己支付考试费用。最终未通过考试也不会导

致学徒期延长。考试一般分为笔试和口试两种形式进

行。 以银行企业管理附加资格模块为例，笔试内容包

括“银行运营经济”和“银行业务管理的专业问题和情

境任务”两部分；在口试过程中，考生要从两个任务中

选择一个任务，通过口试证明考生能够熟悉企业的具

体情况和银行经营流程。口试正式开始前考生有 15分
钟的准备时间。 整个口试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

第三，考核通过可以获得行业协会颁发的国家认

可的附加资格证书。该证书在劳动力市场中认可度很

高。持有附加资格模块证书的毕业生比一般的毕业生

更受雇主欢迎。 附加资格模块的认证通常由行业协

会，如工商业协会、手工业协会等负责。

三、实践价值

（一）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对于职业教育体系来说，附加资格模块作为一个

灵活的资格模块，为职业教育标准的现代化发展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 近年来，德国职业教育加大了双元职

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现代化的治理力度。教育政策的制

KMK外语 计算机辅助三维绘图 牙科技术质量管理

时间范围 160个小时 80个小时 初级：40小时；中级：80小时

内容要求

不在教学计划范围内的学习内
容；参照欧洲外语参考框架
学习者可以根据其能力水平 ，选
择适当的水平

KMK I 级对应于欧洲参考框架的
A2级；
KMK II 级对应 B1级；
KMK III 级和 KMKIV 级对应 B2

先修课程（先决条件）：具备 CAD（2D或 3D）基础。
共两个模块：
模块 1： * 基础 CAD（2D或 3D）/ CAM 创建

* 简单零件的图纸和模型
* 通过轮廓或模型传递的 CNC程序

模块 2：* 高级课程 CAD（2D或 3D）/CAM 创建
* 复杂零件的局部图纸和模型
* 通过轮廓或模型传递的 CNC程序
* 组件

整体图纸

三个模块：
* 模块 I（提高质量管理意识）初级
* 模块 II（有针对性地设计质量管理）中级：完成第 1单
元并与专业教师/教育企业协商
* 模块 III（完成培训后）由牙医协会提供

通过三个模块证明有能力在实践中承接质量管理的任
务，可在“门诊医疗专业技师”高级培训框架内完全记
入“质量管理”模块

认证审核
组织机构

工商业协会 供应商 牙医行业协会

考核 行业协会考试 每个模块都通过计算机上的 2到 4小时上机考试
行业协会考试
* 模块 1和 2的成绩在证书单独标注
* 考核成绩尽可能在学校的毕业证书上有所体现

学生是否
免费

免费 免费 模块 1和 模块 2免费

表 4 德国三个附加资格模块的基本情况

比较与借鉴

表 3 德国附加资格模块的开展情况

附加资格模块的内容 参与学生数量 课程数量 培训组织数量

国际化资格 34562 717 6015

营销资格 16024 282 3639

FH入学资格 9226 206 1861

信息技术 8006 253 1001

跨专业的资格 6685 141 820

工艺技术 3957 334 2728

建筑和拆除 1863 129 659

身体护理和健康 1400 97 172

旅游和美食 890 57 381

媒体和电信 676 20 203

园艺，农业和经济，动物护理 440 10 11

其他 1970 68 136

总计 85699 2314 1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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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一直致力于设计符合时代要求的职业标准，来

促进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因此，德国职业教育条

例的组织设计者已经达成共识， 就是在修订或是设

计新职业的职业教育条例时， 必须要考虑并设计附

加资格模块，或选修资格（Wahlqualifikation，WQ）模
块，或针对一个教育职业的不同的应用领域设计不同

的专业化方向 [15]。 德国职业教育通过引入附加资格

模块，将职业标准模块化设计，简化了职业标准的更

新流程，缩短了职业标准的更新周期，做到职业标准

的“即时”更新。

（二）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毕业生就业

能力

对于学习者来说，附加资格模块帮助其实现了个

性化、差异化的职业成长，特别为学习能力强的年轻

人提供了获得复合型技术技能，实现职业生涯可持续

发展的通道。第一，在任何情况下，仅仅依据职业教育

条例中的职业标准构建的标准化的职业教育内容，都

很难满足学习者的特殊兴趣与需求。附加资格模块是

个性化、差异化培养学生的工具，学习者针对自身的

兴趣需求，有选择地建构专业知识和技能，获得个性

化和差异化的能力资质。 第二，附加资格模块为年轻

人，特别是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提供了超出“职业标

准”的学习机会。 学习者在原有职业标准的基础上扩

展和深化专业内容，获得职业领域最新、最专业化的

技术知识和能力，成为劳动力市场中更受欢迎、有尊

严的劳动者。

（三）满足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技能积累与

增值

对于教育企业来说，附加资格模块是企业专业化

人才培养的工具，满足了创新型企业和异质型企业的

特殊资质要求，为企业的技术技能积累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第一，附加资格模块满足了创新型企业的创新

要求。由于附加资格模块能够更加灵活快速地应对劳

动力市场对职业工作要求的变化，因此在新的职业教

育条例修订实施之前，则可通过附加资格模块培训满

足创新型企业的创新人才培养需求。 第二，附加资格

模块满足了异质型企业的特殊要求。由于不同企业专

业化生产的特殊性，相同教育职业的学习者在不同教

育企业教育内容应有所差异。 例如，风力涡轮机企业

要求技术工人能够诊断并排除风力涡轮机的系统故

障，但是普通的机电一体化工的行动领域几乎接触不

到风力涡轮机[16]。 即便企业开展相关培训，如果没有

正规的考核认证，培训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引

入附加资格模块， 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专业化技术人

员，还保障了培训质量。

总之，通过附加资格模块学习，学徒获得职业标

准之外企业专业化的资格能力，企业培养了专业化的

后备技术力量，保持了自身的技术优势，保证了企业

的技术技能积累与利润增值。

（四）提高职业学校的办学声誉，促进校企双元

合作

在开展附加资格模块培训的各类机构中， 职业学

校已成为最重要的实施主体。对于职业学校来说，附加

资格模块提高了办学声誉， 促进了校企双元合作办学。

职业学校通过开展附加资格模块培训，履行了更加全

面的教育使命， 提升其在区域乃至全国的办学声誉。

职业学校教师参与设计并实施附加资格模块，更加有

效地利用和丰富了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也提高了教

师队伍的素质和水平。附加资格模块也是促进产教融

合、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有效手段。 校企双元合作

是一个需要各种推动力、不断改进的长期过程。 教育

企业和职业学校共同开发附加资格模块，已经成为校

企双元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17]。

四、对我国 1+X证书制度试点的借鉴意义

调整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的关键。 1+X证书制度有助于加快人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增强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吻合度，弥合

或缩小职业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代沟。

德国职业教育提出附加资格模块制度， 与我国 1+X
证书制度试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鼓励学生获得

职业教育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证

书，拓展提高学生就业能力，提升职业教育的灵活性

与适应性。 德国附加资格模块证书制度，对我国 1+X
证书制度试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把握“X”的核心功能，提升职业教育的灵活

性与适应性

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人的发展双重目标，并

以此为逻辑主线设计建构灵活、 可扩展的教育培训

体系，是德国附加资格模块制度的核心价值。 通过引

入附加资格模块，无缝对接劳动力市场需求，并为所

有人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培训内容。 我国未来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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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必将是面向人人、高度弹性化的教育。 学习者

在完成基础的职业教育课程的前提下，能够结合自己

的兴趣爱好、能力基础和实际情况选择制订学习内容

和进度安排。 学习者也可以瞄准未来就业岗位，从多

样化的附加资格模块中选择适合的模块学习并取得

相应的资格证书。 但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基本体制与

基础与德国不同。这种国情包括中国庞大的学校职业

教育体系、 中国独特的人力资源市场及其制度构成、

中国教育部门与人社部门长期形成的两套技能形成与

鉴定体系， 现有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还不甚完善 [18]。

我国 1+X 证书制度中两类证书中的“学历证书”部

分，目前还不像德国“职业教育+附加资格模块”中的

“职业教育”部分，有着完善统一的考核认定制度，能

够证明学生已经达到基本的职业从业资格。 因此，我

国不能完全照搬德国附加资格模块制度。 我国 1+X
证书制度中“X”，其核心功能要在承接基础职业资格

培训与考核认定的部分功能的基础上，同时具备附加

扩展培训与考核功能，以此保证职业教育体系与劳动

力市场的适时有效对接，以及学习者的个性化可持续

发展。

（二）以“双需求”为逻辑主线，实现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

我国职业院校可以学习借鉴德国附加资格模块

的设计理念，在 1+X 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中，将满足学

生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两大需求作为逻辑主线，充分考

虑学生和企业的个性化需求，设计与学生发展与劳动

力市场需求紧密对接的 1+X 培养方案。 职业院校可

先进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调研，与各用人单位建立定

期沟通机制， 适时掌握当前企业人才规格要求变化，

并根据调研结果进行 1+X 培养方案的初步设计；同

时，职业院校也应在学生中进行广泛调查，了解其选

择“X”的动机和顾虑，在充分考虑学生需求的基础上

进行 1+X的设计与修订。

1+X 证书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培养高素质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各院校围绕该目标，通过“1”与
“X”间的融合教育，拓展学生专业视野与跨专业能力、

强化专业技术技能与职业素质，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

的就业能力。 因此，在“X”的设计过程中，可以借鉴德

国附加资格模块的经验，将“X”的内容在职业技能的

基础上，适度深化拓展跨职业领域以及职业发展所必

须的模块，也就是说“X”可以是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

技能的纵向深化，也可以是跨职业领域知识技能的横

向扩展，如外语、IT、营销、管理等知识与技能，还可以

是针对应用技术大学的入学考试所做的技术知识储

备等。

此外，各院校应把 1+X证书制度试点视为院校专
业升级调整的一项重要契机。各院校以“1”为核心，整

合相关的“X”，建设专业群，实现跨专业领域知识技能

的交叉融合，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的迫切需求。

（三）制定精细的标准规范，提高“X”证书的公信
力与吸引力

为保证 1+X证书制度的顺利实施，实现预期的改

革成效，必须建立合理高效的运行管理机制。 德国为

了能够让附加资格模块顺利运转， 集中做好以下工

作： 一是法律法规保障附加资格模块的有效施行，包

括德国联邦职教法、职业学院考核条例都明确提出了

附加资格模块实施的时长、最低内容要求等；二是强

调校企深度合作，共同开发与培训附加资格模块；三是

建立考核制度，坚持第三方认证，提高证书的公信力。

我国 1+X 证书制度试点应借鉴德国经验， 从以

下三个方面着力建立配套的管理体制机制。 第一，制

定精细的标准规范，保障 1+X 证书制度的顺利落地。

标准规范应包括 “X”的最低内容标准、学习时长、各

等级学生入门要求、考核认证形式、以及费用承担主

体等。 第二，校企深度合作，保障人才培养全过程质

量。 校企共同针对行业企业的用人规格，制订科学合

理的 1+X 人才培养方案， 力求设计的人才培养方案

能够满足企业的专业化技术人才需求；此外，院校也

应引导企业在“X”的实践培训环节发挥积极作用，如

提供实训教师、实践场地及设备设施、专家咨询意见

等。 第三，建立“公正全面”的考核认证制度，提高证

书的公信力与吸引力。 坚持第三方认证，加大对“X”

证书的社会宣传力度，提升用人单位对“X”证书的重

视程度，提高证书的含金量与行业认可度。 同时，“X”

考核成绩可在学生的毕业证书上有所体现，以提高学

生参与“X”培训获得证书的积极性。 建议对考试不通

过者可以给予多次补考机会，“X”的最终成绩不纳入

毕业总成绩，不影响学生的升学与就业。 此外，应根

据各专业的特点， 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形式， 如笔

试、口试、上机操作等，全面科学评价学生的职业技

能等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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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German Vocational Education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Module and Its Value

———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ference to China's 1+X Certificate System Pilot

E Tian
（Beijing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6, China）

Abstract：To strengthen the link betwee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labour market and meet the changing world of work and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learners, Germany has introduced an innovative qualification module———an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module, for the

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 of technical personnel. The practical value of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modules is reflected as follows: as an im-

portant supplement to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it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nhances the attractiven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as an important path for students' career growth, it meets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students and improves the employa-

bility of graduates;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talent training in enterprises and vocational schools, it meets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enterpris-

es, improves the reputation of vocational schools, and promotes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Germany's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module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a's 1+X system pilot.

Key words： Germany; vocational education;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module; 1+X Certifica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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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双元高等教育是普通高校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
程的同时，也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相当于“职业教育+
大学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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