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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薅证”达人郭先生在
一年多的时间里分享了345
本证书。

郭先生表示，为了能提
升自己的能力，他在去年 9
月开始尝试“薅证”，从此一
发不可收拾。

郭先生的社交平台发布
了很多在线教育机构颁发的
证书。比如他曾考下了杭州
市红十字会颁发的“红十字救
护培训（普及）证书”，这在他
看来能在危急时刻救人一
命。他还考下了江门市职业
训练指导中心颁发的“蛋糕

卷”课程证书，这类证书在他
看来虽然学到的是入门知识，
但能给很多没有一技之长的
人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

相比蒋玖，郭先生还会
“薅”走很多机构的会员
证。去年 9月，他办理了某
工程类协会的会员证。在
社交平台上，郭先生说他在
该协会的网站上登记了信
息，虽然网站提示办证要收
费，但他先点击取消缴费
后，网站仍然给他颁发了会
员证。郭先生称，该会员证
还可以在学会的微信公众

号上进行验证。
此外，郭先生还会“薅”

一些他称之为“千奇百怪的
证书”。他曾展示过一份

“巴雷特警务硕士证书”，证
书上显示的颁发方为“巴雷
特大学”。但实际上，这所
大学是一款外国电子游戏
的粉丝创办的，获取这份证
书的门槛包括发送一份“射
击成绩达标”的证明，这份
证明是出自各种射击类电
子游戏的虚拟射击成绩。

“我们有一个‘薅证’的
群，里面有300多人，大家会

互相分享如何考取证书，也
会分享各类证书的用途，比
如有些证书考取后可以领取
人才补助，有些证书有利于
获得相关优惠等。我感觉群
里大部分人‘薅证’的目的是
提升自己的能力，也有一部
分人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在做
这件事。”郭先生说。

郭先生表示，他也遇到
过一些依靠销售证书牟利
的机构，“这些机构一般注
册在境外，希望学生能够花
钱买证书。但实际上这类
证书没有什么价值”。

达人 真是 ？
有人称一年多拿到300多本证书；专家表示，证书并非多多益善，能力最有说服力

N北京青年报 半月谈
中国青年报 工人日报

“手上的证书装订起来，比一本教材都
厚。”一名自称“薅证族”的网友说。记者注
意到，近期一些“薅证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自己的拿证心得，有人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先后拿到345本证书。

近年来，出于落户、子女入学、就业、升
职加薪等目的，不少大学生和职场年轻人热
衷考证，甚至什么证书“含金量”高就考什
么，难免浪费大量精力。而“考证经济”大热
的同时，一些单位和机构通过广告造假、证
书造假、培训造假等套路，违规组织培训、评
价、颁发证书，涉嫌欺骗欺诈。

专家提醒，证书并不是越多越好，“镀
金”不能仅仅指望证书，更须练“内功”，在科
学规划的基础上理性考证，有针对性地提升
实际工作能力更为重要。

蒋玖（化名）告诉记者，
她从事职业规划方面的工
作，平时会对接大学生、高
中生等客户。她发现在申
请留学或读研深造时，他们
除了在意自身学术水平等
硬指标，还很关心各种软实
力。蒋玖说，她的很多客户
都表示希望能考取更多的

证书，给简历添彩。
自己考证以了解各种

证书的获取途径，成为了蒋
玖“薅证”的契机，她说，从
2023年7月底至10月底，她
已经“薅”到了50多本证书。

蒋玖获取的证书涉及
心理学、商务营销、新媒体
运营、法律、医学等多个领

域。除了分享自己的证书
外，蒋玖还会发布一些获取
证书的教程。

去年 8 月，蒋玖称她
“薅”到了一份国际知名大
学医学院的证书。该证书
开头印有该医学院的院徽，
证书中用英文写道：兹证明
蒋玖参加了 2小时的《患症

后的健康：癌症患者的初级
护理》课程，并以此证明其
可以获得相应项目的学
分。证书末尾还有该学院
医学继续教育负责人的签
名。蒋玖说，这份证书是
通过学习平台在线学习获
取的，获取过程中也不需要
花钱。

除了在线学习平台，蒋
玖也会在多种多样的网站
上“薅证”。她此前发布了
一份食品安全类学习证书，
称这份证书来自一个“在线
设计各种安全标志和安全
标识的购物平台”的免费测
试，只需要提供姓名和邮
箱，就可以在44个相关主题
中进行答题。蒋玖展示的
证书显示，该平台确认其成
功完成了网站上的“食品安
全”主题在线问答测试。

“我‘薅证’的目的是想
为我的客户服务，所以我还
是尽可能有目的地去选择更
有含金量的证书。”蒋玖表示，
她最看重在线教育平台以及
课程内容本身的质量，“一些
由大学自主开发的在线教育
平台发布的课程资源质量相
对较高，有些国际知名高校自
己开发的继续教育平台，不但
有在线课程，甚至还有线上研
讨会，可以进行交流”。

蒋玖表示，证书获取的

门槛参差不齐，有一些证书
只需要看相应的课程视频
后，完成几道测试题就能获
得。课程所需时长从一两
个小时到一两天不等。

“有一次，我想要考取
一份法律方面的证书，在线
平台提供了系统的课程，讲
课内容很详细。最后考试
拿证时我发现，我要完成近
60 道 题 ，正 确 率 要 超 过
80%。第一次考试就没能通
过。”蒋玖说，平台规定她首

次落榜后 24小时就要再次
参加考试，准备的时间很
短，重新考试后，她发现题
目都是新的，知识点也很密
集。“这本证书算是拿得比
较艰难的一个了。”

但她也坦言，在“薅证”
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注
水”严重的证书，“我曾接触
过一个关于个人理财的证
书，只需要看视频就能直接
拿到，我觉得这样的证书含
金量不高，就没有分享”。

考证被不少年轻人看
作职业发展中必须要做的
事。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此前通过问卷网，
对 1515 名职场人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64.9%的受
访者坦言考证是为了缓解
职场压力，给自己创造更
多机会；45.8%的受访者觉
得是因为缺乏明确的目
标，为考证而考证；44.0%
的受访者认为是受培训机
构宣传引导，是一种盲目
行为。

调查中，89.0%的受访
者认为证书对自己的职业
发展有帮助，24.6%的受访
者认为有很大帮助。交互
分析发现，工龄 1~3 年的
受访者认为有帮助的比例

更高（93.0%）。
调查中，46.9%的受访

者表示自己是为了不断学
习，有规划地提升业务技
能；23.7%的受访者表示是
职业晋升的硬性要求。

有受访者表示，考证
热的现象不够理性，应该
把更多精力放到实际技能
的提升上，“证书是锦上添
花的，不能本末倒置”。

有专家认为，盲目考
证，并不能给人带来未来
的安全感，往往是“后路”
越铺越多，对“前路”却越
来越迷茫。职场生涯中，
最重要的是作出理性务实
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选择，
有针对性地提升实际工作
能力。

对于证书能否作为衡
量个人能力的评判标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表示，“证书和能
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相
关性，但如果是想要求学
深造和求职的话，有相关
足够的证书就可以了，不
是说多多益善。比起考一
些证书，年轻人把目光瞄
准到一些实际问题，提升
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去
解决真正的问题，这是更
有价值与意义的。”

北京一公司的人力资
源经理告诉记者，在她看
来，求职者的证书并不是

越多越好。“一个人精力毕
竟有限，这么多证书显然
不可能每个都是花至少几
个月准备考下来的。所以
这些证书大部分都不会有
太高含金量，结果反而可
能不会给招聘者留下好印
象。”该人力资源经理表
示，求职者的简历中最有
说服力的内容并不是证
书，而是其参与、主持过的
项目，以及发表出的成果，

“这些东西最能证明一个
人的学习能力以及将所学
到的东西付诸实践的能
力，一个好的项目可能比
几十份证书更有说服力”。

3个多月“薅”50多本证书
涉及心理学、法律、医学多领域

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薅证”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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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受访者
称是为了缓解职场压力

获证门槛参差不齐
部分证书含金量低

有人为补助“薅证”
也有人只是猎奇

“声音

我是达人
我有证书

有证就薅
我拿了300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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