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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背景—社会心理服务

       社会心理服务是指应用各种心理学理论及方法，对个人、家庭、
团体或组织提供服务，预防和消除不良行为，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和
自我发展，促进家庭幸福，提升生活质量，提升整个社会心理满意
度与幸福感。

       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社会治理等理论、知识和方法，培
育个体、人际、群体层面的和谐心理，构筑社会心理防线，防控社
会风险。

社会心理服务是什么？



证书背景—社会心理服务

（一）2012十八大报告：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

向上的社会心态”。

（二）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强调“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证书背景—社会心理服务

（三）2016年12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等22部门以国卫疾控发〔2016〕77号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竞争压力不断加剧，

个体心理行为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一方面，心理行

为异常和常见精神障碍人数逐年增多，个人极端情绪引发的恶性案（事）件时有发生，成为

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危险因素。另一方面，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不健全，政策法规不完

善，社会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尚未建立，服务和管理能力严重滞后。现有的心理健康服务状况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及经济建设的需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迫在眉睫。



证书背景—社会心理服务

（三）2016年12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等22部门以国卫疾控发〔2016〕77号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 

基本目标

√ 到2020年，全民心理健康意识明显提高。各领域各行业普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健

康促进工作，加快建设心理健康服务网络，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重点人群心理健康问题得到关注和及时疏导，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初步建

成。

√ 到2030年，全民心理健康素养普遍提升。符合国情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健全，心理

健康服务网络覆盖城乡，心理健康服务能力和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

心理行为问题识别、干预水平显著提高，心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升势头得到缓解。



证书背景—社会心理服务

（四） 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

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相关提法有两个本质变化：

1.从“文化建设”部分改在“社会建设”部分；

2.提法改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而 2012年十八大报告，则是在“文化建设”部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

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证书背景—社会心理服务

（五）2018年，国家卫健委、中央政法委、宣传部、教育部等10部委联合下发了《全国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二、工作目标

　　到2021年底，试点地区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社会治理

体系、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建设。建立健全党政领导、部门协同、社会

参与的工作机制，搭建社会心理服务平台，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作

为健康细胞工程（健康社区、健康学校、健康企业、健康家庭）和基层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

基本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因矛盾突出、生活失意、心态失衡、

行为失常等导致的极端案（事）件明显下降。



（五）2018年，国家卫健委、中央政法委、宣传部、教育部等10部委联合下发了《全国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2021年底前，计划完成目标：

ü 以村（社区）为单位，心理
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建成率：
80%以上

基层 学校

机关 医院

ü 所有高校按师生比不少于
1:4000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
职教师

ü 70%以上中小学校建立心理辅
导室

ü 各党政机关和厂矿、企
事业单位、新经济组织
等通过设立心理健康辅
导室或购买服务等形式，
为员工提供方便、可及
的心理健康服务。

ü 100%精神专科医院设立心理
门诊

ü 40%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心
理门诊

证书背景—社会心理服务



证书背景—社会心理服务



证书背景—社会心理服务



证书背景—1+X政策

2019年01月24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 【2019】  4号

2019年04月04日，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
的通知 教职成 【2019】6号

2019年11月09日，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厅函 【2019】 19号



证书背景—1+X政策

2020年06月19日，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发布《关于招募第四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
织的公告》

经过专家遴选、公示、核查企业信用和涉税信息、复核等程序后，提请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审议，于2020年12月31日，公布确定270家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的355个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可以参与1+X证书制度第四批试点。北京中文在线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有幸入围，
成为1+X制度社会心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评价组织。



证书背景—1+X政策

经过数月的精心准备，多轮专家的审核论证，起草修订完善的《社会心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
准》，经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审核通过，于2021年4月2日正式面向社会及全国职业院校
进行公布。为此，社会心理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培训考核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证书背景—评价组织介绍

2000年 70.91亿2015年

北京中文在线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

中文在线2015年A股上市，市值70.91亿。

成立 A股上市 市值



证书背景—评价组织介绍

中文在线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大学心理学院等全国28家高等科研院联合科研，

102位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积极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危机干预专家等组成专家顾问委员会，

676人签约心理讲师和心理服务人员，

60余位心理学、职业教育撰写教材专家，

共同开展课程研发、师资培养、考核认证等专业工作。

彭凯平 樊富珉 倪子君 李焰 喻丰 唐海波 刘华清 方新



u心理咨询师：2003--2017年底已有逾100万人取得心理咨询师的国家职业资格认证；
2017年9月该职业已退出国家职业资格认证。

u中科院心理咨询师：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负责

u人事人才网心理咨询师：中国人事人才属于人社部直属

u社会心理服务指导师：清华大学认证

u1+X社会心理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教育部、国务院等4部委联合审批

证书背景—证书区分



证书标准
Add your text content here.Add your text content here.Add your text 

content here.Add your text.Add your content.Add your text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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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季司长：1与X相得益彰，1是根本，X是赋能，X是四个“补”。



证书标准

标准

企业 工作范围 工作内容 任职条件

划分 提炼 剖析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 覆盖全面

- 代表性强

- 相对独立、完整

- 层次分明

- 独立、完整
- 递增、包含、并列
- 企业真实存在
- 院校可实施
- 示范性强

- 能力要求逐级递进

- 上下衔接关系紧密

- 包含行为、条件、

   标准、结果



证书标准

调研汇总 分析职业活动
按工作性质和
要求划分工作

领域

得出：

社会心理服务

初级、中级、高级

3个工作领域



证书标准

社会心理服务 高级
社会心理服务 中级

社会心理服务 初级



证书标准

中级工作目标
能够独立完成科普宣教材料收集和准备、开展宣教、进行效果评估，并创新宣教模式；能够对个
体情绪及行为和群体心理健康需求进行综合心理评估；能够应用良好的沟通技巧和干预技术，完
成压力与应激管理、情绪康复管理工作；能够进行心理危机评估与管理，指导个体和团体化解负
面情绪，促使个体或团体采取积极行动；能够充分使用社会心理服务专业知识，独立完成社会心
态调研、协助制定和实施社会心态培育方案，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形成积极社会心态。

高级工作目标
能够独立策划、组织、实施科普宣教工作，带领居民、群众开展多种心理成长活动，普及心理教
育，促进社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能够掌握和运用多种心理专业技术和方法进行心理健康维护
和管理工作；能够在复杂情景或突发事件中，与危机下的个体或团体迅速建立信任关系，判断危
机和识别关键问题所在，有效疏导、应对和管理危机，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能够设计
满足个体、群体和组织心理需求的社会心态管理方案，并有效实施，促使建立积极社会心态，构
建健康、和谐和幸福社会。

初级工作目标
能够了解科普教育宣传的各种途径、方法和重点内容，并辅助相应的科普宣教工作开展；能够使
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常见精神心理问题、家庭/社区一般冲突进行识别；能够使用心理学常
识和有效方法，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能够掌握精神心理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在工作中遵守保密原则、伦理和法律法规。



证书标准

初级 中级 高级

三个领域 四个领域 五个领域

9个任务 17个任务 20个任务

37条能力要求 65条能力要求 97条能力要求

实践与督导：
中级：50小时督导，125小时实践。
高级：100小时督导，250小时实践。 



证书标准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科普宣教
1.1资料收集
1.2 宣教设计
1.３效果评估

２.问题识别
2.1常见精神心理问题的识别
2.2家庭/社区一般冲突识别
2.3 社会心理测评

3、人际沟通与干预
3.1 关系建立
3.2有效沟通实施
3.3 伦理认知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科普宣教
1.1 专业准备
1.2 宣教设计
1.3 效果评估

2、问题识别与干预

2.1 工作环境设置
2.2 关系建立
2.3 问题评估
2.4 工作目标确定

3、心理健康管理
 

3.1 人际沟通与干预
3.2 压力与应激管理
3.3 情绪康复管理
3.4 干预
3.5 伦理认知

4.社会心态管理

4.1 社会心态调研
4.2 社会心态培育方案制定
4.3 社会心态培育方案实施
4.4 效果后测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科普宣教
1.1专业准备
1.2宣教设计
1.3效果评估

2.问题识别

2.1工作环境设置 
2.2专业关系建立
2.3问题评估
2.4工作目标确定

 3.心理健康维护

3.1人际沟通与干预
3.2危机干预
3.3情绪康复管理
3.4特殊人群服务
3.5干预技术应用
3.6伦理认知

4.社会心态培育

4.1社会心态调研
4.2社会心态方案制定
4.3社会心态方案实施
4.4社会心态效果后测

5培训与督导
5.1专业培训交流
5.2专业技术督导
5.3人才培养与管理

6附加 督导下实践
三级之间内容扩展



２.问题识别 2.1常见精神心理问题的识别

2.1.1 能够在指导下对工作对象进行一般心理健康评估。
2.1.2 能够在指导下对常见心理问题进行识别：如失眠、焦虑、抑郁、痴呆等心理问题主要表现特征。
2.1.3 能够掌握异常心理的区分标准。
2.1.4 能够在指导下识别精神异常者，并进行适当的转介工作。

2、问题识别与干预 2.3问题评估

2.3.1能够全面收集服务对象的基本信息，为对心理问题情况的识别提供参考。
2.3.2能够掌握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测量工具，针对不同年龄、性别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掌握其操作过程、数据收
集、数据分析。
2.3.3 能够掌握效果评估方式方法，选择合适的效果评估工具，并了解效果评估的局限性。
2.3.4 能够根据服务对象心理问题程度、行为计划以及过往行为综合进行初步判断。
2.3.5能够根据症状识别、评估心理问题的类别与严重程度。

2、问题识别与干预 2.3问题评估

2.3.1能够问询工作对象的个体需求、来访目的或者面临的问题。应用直接询问、间接询问、倾听、澄清等技术，
了解工作对象的需求、困难。
2.3.2能够掌握异常与正常的判定标准。熟悉各类一般心理问题与严重精神病性问题的特征，识别精神病性的求助
者。掌握转介资源，对于精神异常者要及时转介。
2.3.3能够进行心理评估。能够识别个体（如情绪、行为问题）、家庭（如家庭冲突、亲子关系矛盾）、群体（如
集体癔症发作、群体应激反应）所存在的社会心理问题。
2.3.4能够选用合适的心理测验，合理使用测量结果，辅助心理评估。
2.3.5能够对工作对象进行一般心理健康评估，确定工作对象的问题属于服务范畴之后，明确可提供帮助及帮助的
程度。能够明确心理健康维护的工作范畴。能够从事初级、中级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之外，还可以
为有心理健康风险的正常人提供心理健康维护专业服务，维护其有支持性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达到良好的社
会适应，增加社会和谐。能够在工作对象心理健康风险增加时，进行基础性的危机干预。能够为在康复期的心理
问题者，提供基础的社会生活技能训练。

相同分类下内容加深
证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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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周期工作

证书申报

师资培训

培训考生

考试报名

考试

发放证书

每年3-6月全国各省开放指

标申报

院校老师在校进行证书教

学，组织学生备考。

组织学生参加考试，评价

组织判卷并录入分数。

每年3-10月举办证书相关

师资培训，线上及线下

根据统考时间，确定本校

考试时间，在线报名。

由评价组织与考核站点共

同确认发证信息，教育部

网站生成证书。



申报试点 参与师资培训 培训考生 报名并考试

试点院校工作



试点申报

所属省厅 申报时间
山西省教育厅 2023-01-04 00:00 ~ 2023-04-30 00:00
广东省教育厅 2023-01-06 11:00 ~ 2023-03-10 18:00
江苏省教育厅 2023-02-15 16:00 ~ 2023-03-10 23:59
安徽省教育厅 2023-02-20 00:00 ~ 2023-02-24 23:59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23-02-20 08:50 ~ 2023-03-10 23:59
山东省教育厅 2023-02-20 12:40 ~ 2023-05-31 00:00
河北省教育厅 2023-02-21 00:00 ~ 2023-04-06 00:00
海南省教育厅 2023-02-28 12:17 ~ 2023-03-31 00:00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23-03-01 00:00 ~ 2023-04-20 17:00
陕西省教育厅 2023-02-28 15:15 ~ 2023-04-20 23:59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23-03-01 15:00 ~ 2023-03-31 20:00
河南省教育厅 2023-03-11 00:00 ~ 2023-03-20 23:5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 2023-03-02 00:00 ~ 2023-03-30 00:00

四川省教育厅 2023-03-02 15:10 ~ 2023-03-20 23:59
福建省教育厅 2023-03-07 10:28 ~ 2023-04-15 00:00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2023-03-10 00:00 ~ 2023-03-31 23:59
云南省教育厅 2023-03-08 11:00 ~ 2023-03-20 23:59
江西省教育厅 2023-03-09 08:36 ~ 2023-04-30 00:00
吉林省教育厅 2023-03-10 00:00 ~ 2023-04-10 00:00
辽宁省教育厅 2023-03-10 16:30 ~ 2023-04-09 23:59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2023-03-12 14:05 ~ 2023-03-21 00:00

规则 
说明

试点院校每年都需要根据省教育厅发布的证书申报计划，进行本年
度的证书试点申报。申报审批通过，拿到培训名额后才可组织开展
相关证书的培训和考试工作。

试点院校需每年申请证书试点和指标

按照省厅发布的计划申报试点

试点院校需时刻关注所在省份的省教育厅发布的申报计划，在规
定的申报时间内完成证书试点申报工作，申报时间结束则无法再
补报，只能等下一批次的计划。



试点申报操作方法

第一步：选择申报年度—点击【申报证书试点】按钮—页面显示相应省教育厅发布的申报计划信息。

第二步：点【立即申报】—填写信息点击保存按钮，状态为【未提交】；点击保存并提交，状态为【审核中】； 点击取消，返

回到申报计划页面。



试点申报注意事项

• （未通过）第二次报考和社会考生在2023年报考，不需要申请2023年的证书试点和指标。

• 同一年度同一证书同一级别，只能申报一次。如需修改信息，请联系省厅退回该申报数据修改后再提交。

• 如申请证书试点时，申请的证书等级有误，只能重新查看申报计划并申请证书其他等级。系统目前不支
持修改证书等级。

• 【审核退回】的证书试点，仅能在【审核退回】的那一条上编辑修改，请勿重复提交！

• 如申报证书试点时，批准人数错误、指标不足、拟申报专业有误等问题，请联系相应省厅进行核实，确
认需要更改则先联系省厅退回，更改后再提交省厅审核。

• 遇到证书停用情况，请联系培训评价组织启用证书。

• 添加拟申报专业时，院校类型、专业代码、专业名称、专业版本号、专业层次必须一一对应。

• 院校专业层次由各省教育厅设置，专业增补联系培训评价组织操作。

• 已使用指标无法修改！



师资培训

• 中（初）级培训——线上——每年3-10月

• 高级培训——线下——每年暑假期间

Ø 发送报名表至邮箱1_X@col.com

Ø 缴纳培训费

Ø 联系刘老师加入班级群



考试报名-考核站点
（1）试点院校如果要组织证书的考试，需要向培训评价组织申报考核站点，申报的考核站点由培训评价组织审批
通过后方可组织学生考试。

（2）申报考核站点步骤：

确定考点配有机房，机房要求：拥有监控摄像头、电脑、网络、耳机、麦克风、座位隔板（选配）

点击“申报考核站点”按钮，填写申报考核站点相关信息，其中“考核站点名称”无需填写， “学校名称+证书名
称+证书等级”规则自动生成。提交后联系评价组织审核。



考试报名

目前1+X系统不支持个人报考，仅能通过试点院校报考！

本校考生管理
本校考生报考1+X证书需要占 用
指标。

社会考生管理
社会考生不占用指标，费用自理，
且社会考生无专业信息。

Ø 考核站点

Ø 考生管理

Ø 报考管理

Ø 考场管理



考试报名-考生管理操作流程

第 一 步 ： 新 增 考 生 信 息 第 二 步 ： 上 传 考 生 照 片

学生信息上传完成后，必须上传学生照片。导入照片详细步骤如下：

①将所有的照片全部选中，直接打包。不要将照片先放入文件夹，以文件
夹形式打包。

②注意照片的格式是jpg和png格式，压缩包格式为zip格式。照片命名仅

为身份证号，不要加.jpg，jpg为格式，不是命名。正确示例如下图 所示。



考试报名-考生管理注意事项

• 【考生管理】成功新增或导入考生信息和照片后，必须经过【信息待认证】、【需人工确认】、【认证
中】流程，确保考生信息的状态为【信息准确】状态，才能保证后续报考成功。

• 【信息待认证】状态，点击“认证”或“批量认证”按钮后，等待进行公安系统照片比对，若比对成功，
该学生信息 变为“信息准确”状态；若对比失败，该学生信息变为“需人工确认”状态，需要走人工
确认流程。

• 认证失败的考生信息需要点击“人工确认”按钮，确认学生信息是否准确， 确认之后，学生信息为
“信息准确”状 态。

• 信息准确后不能擅自修改考生姓名和身份证号，请导入信息前仔细核对！

• 若学生信息已到信息准确状态后发现学生姓名或身份证号错误，请联系群管理员出具函件申请修改！切
勿操作删除学 生信息，删除后将不能再重新录入该学生，也不能再查看到已删除的学生信息。



考试报名-报考管理

• 请确保考生信息准确、考核站点正常开启后，再操作
报考！

• 必须在【考试计划】报考期间才能报考。

• 报考时必须与申报证书试点时填报的拟申报专业的专
业代码、专业版本号、专业名称、专业层次、指标数
完全一致。

• 只有拟申报专业申请的专业才允许报考，否则报考不
进去。

导入 
报考

按证书导入报考

• 点击“批量导入报考-按证书导入”

• 下载导入模板 

• 导入时，必须先选择考试计划后，才

能进行导入操作



考试报名-考场管理
• 如何设置考场：

考场需在排考前完成设置，否则无法进行排考。考场是参加每次考试均需要设置一次的。

点击“设置考场”按钮，可新增考场。考场设置主要是设置考核站点有几个考场，每个考场有多少座位等信息。需
要先选择考试计划，然后选择考核站点，再选择考试证书与科目。其中“考场类型”无需填写，将根据选择的考试
科目的考场类型自动生成。 

• 如何修改考场信息：

对于未排考的考场信息，点击右侧“编辑”
按钮，可以修改该考场信息所有数据；

对于排考中的考场信息，点击右侧“编辑”
按钮，只能修改该考场的考位数，且只能比
之前的考位数大，不能减少。



考试

Ø 考前一周，下载准考证等物料

Ø 学生使用准考证号可以进行测试考试

Ø 正式考试



证书发放

培训评价组织 
待签发

考核站点 
待签发

证书待发放 完成发放 获取证书

1 2 3 4 5

由培训评价组织先操作签

发证书，操作完成后，系

统状态自动流转到【考核

站点待签发】。

由试点院校操作签发证书。

注：院校签发时需要用微

信 扫码二维码，院校谁负

责签 发证书谁扫码，此步

骤是签 发证书的流程确认，

签名不 体现在证书上！

由培训评价组织操作点击

发放按钮，系统自动生成

电子证书并加盖电子公章。

操作完状态流转为【证书

生成中】，耐心等待即可。

至此电子证书发放全部完

成，试点院校可以查看证

书发放详情，并为考生下载

电子证书。

电子证书生成后，需要1-5

个工作日，评价组织为学校

印制纸质证书，印制完成后

将联系学校快递寄出。



其他04



证书查询

考生查询成绩/证书的2种渠道：

ü 1+X门户首页-特色业务查询。

ü 社会心理服务证书公众号查询。



中职院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640702 物业服务
700206 汽车运用与维修
710201 计算机应用
720201 护理
720301 药剂
720402 中医护理
720408 中医康复技术
720409 中医养生保健
7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720502 医学影像技术
720601 康复技术
720701 卫生信息管理
730301 会计事务
740101 旅游服务与管理
750401 社会文化艺术
770101 幼儿保育
790101 社会工作事务
790102 社区公共事务管理
790103 社会福利事业管理
790201 民政服务
790202 人力资源管理事务
790203 社会保障事务
790301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7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790303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790304 殡葬服务与管理
790305 母婴照护
790402 行政事务助理

本科院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30106TK 司法警察学
030107TK 社区矫正

030301 社会学
030302 社会工作

030601K 治安学
040101 教育学
040104 教育技术学
040106 学前教育
040107 小学教育
040108 特殊教育

040110TK 教育康复学
040111T 卫生教育
071101 心理学
071102 应用心理学

100201K 临床医学
100401K 预防医学
100510TK 中医康复学

101005 康复治疗学
101101 护理学
1204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320201 护理
320603 言语听觉治疗技术
320701 公共卫生管理
320801 健康管理
320802 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320803 医养照护与管理
370101 学前教育
390101 社会工作
390102 党务工作
390103 智慧社区管理
390201 民政管理
3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390203 行政管理
390204 外事实务
390301 现代家政管理
390302 智慧健康养老管理

中职专业43个，高职专业149个，本科专业20个，
本科层次试点16个



高职院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440101 建筑设计 520701 公共卫生管理 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520702 卫生信息管理 5902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440406 建筑消防技术 520704 健康大数据管理与服务 590204 网络舆情监测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520805 医学营养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90303 社区康复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590304 婚庆服务与管理
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590305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530605 市场营销 590306 殡葬设备维护技术
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530701 电子商务 590307 陵园服务与管理
490201 药品生产技术 530702 跨境电子商务 520101K 临床医学
490202 生物制药技术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520102K 口腔医学
490208 药品经营与管理 540101 旅游管理 520401K 中医学
500112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20403K 针灸推拿
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540112 会展策划与管理 520703K 预防医学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50102 视觉传达设计 570101K 早期教育
50030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570102K 学前教育
500405 空中乘务 550106 环境艺术设计 570103K 小学教育
500409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570104K 小学语文教育
500603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550115 家具艺术设计 570105K 小学数学教育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50403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570107K 小学科学教育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5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570108K 音乐教育
510206 云计算技术应用 580402 法律文秘 570111K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580502 民事执行 570112K 舞蹈教育
510212 区块链技术应用 580505 社区矫正 570113K 艺术教育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580603 司法鉴定技术 570114K 特殊教育
520201 护理 580701 安全防范技术 570115K 现代教育技术
520301 药学 580702 安全保卫管理 570116K 心理健康教育
520410 中药学 580703 智能安防运营管理 580501K 刑事执行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590105 公共关系 580604K 司法信息安全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590106 公益慈善事业管理 580605K 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
520603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590201 民政服务与管理 580606K 戒毒矫治技术



申报说明会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