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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简介



标准简介---培训评价组织

4

杭州朗迅科技有限公司 

坐落于杭州市国家高新区（滨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已通

过ISO9001:2015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集成电路+ 

          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战略性电子材料”测试承担企业

          浙江省级院士工作站、省中小型科技企业、

          杭州市重点企业研究院、“5050”优秀企业、瞪羚企业

          合作企业分布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韩、马来西亚等

               全国集成电路产教联盟秘书长单位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技术平台支持单位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优质单位

               国家微电子教学资源库建设承担单位

               教育部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评价组织

产 教



标准简介---适用范围及要求

• 规定了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

• 要求；适用于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也适用于单位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

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 建立国家级、省级、校级三级考试与证书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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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简介---适用院校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

集成电路技术应用、微电子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
智能产品开发、智能终端技术与应
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电子电路
设计与工艺、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
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电子工艺与
管理、物联网应用技术、嵌入式技
术与应用、物联网工程技术等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

微电子技术与器件制造、电子与信
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物联网技
术应用、电气技术应用、机电技术
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电子
材料与元器件制造、机电产品检测
技术应用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微电子
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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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简介---岗位群

主要针对集成电路相关行业及企业，面向见习流片操作员、见习外观检验员、

见习测试员、见习生产保障技术员等岗位，从事工艺和设备的操作、周期性

保养、设备维护和简单维修、电子产品装配等基础技术工作。

初级

主要针对集成电路相关行业及企业，面向助理版图设计工程师、助理设备保

障工程师、助理软件调试工程师、外观检验员、测试员、生产保障技术员等

岗位，从事版图辅助设计、常规工艺优化及工艺程序修改、软件程序维护、

质量检验、现场设备的安装调试和定期维护、电子产品装调等工作。

中级

主要针对集成电路相关行业及企业，面向版图设计工程师、工艺外观工程师、
设备维修工程师、软件调试工程师、外观检验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生产保
障工程师等岗位，从事版图设计、工艺参数监控与管理、工艺程序设计、现
场设备排故与维修、新设备调试及数据导入、质量评估及优化、电子产品设
计等工作。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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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简介---标准主要内容

集成电路
开发与测试

版图

晶圆测试

集成电路应用

集成电路封装

8

晶圆制程 集成电路测试



标准简介---标准职业技能要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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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技能要求中，初、中、高对应的工作任务都有一个技术技能递升的关系，
（以“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 “集成电路测试”工作领域的“芯片检测”为例）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初级 中级 高级

5、集成电路测试 5.1芯片检测

5.1.1能识别芯片检测工艺的操
作流程。
5.1.2能完成待测芯片的物流操
作。
5.1.3能完成典型分选机的上料
和下料操作。
5.1.4能根据测试机操作规范完
成测试工艺参数设置。
5.1.5能区分重力式分选、平移
式分选、转塔式分选等不同分
选形式。
5.1.6能正确操作测试机、分选
机，设置测试机和分选机的常
规参数。
5.1.7能完成测试机、分选机、
测试夹具的日常保养。

5.1.1能进行芯判断片检测工
艺操作。
5.1.2能根据测试条件要求更
换对应的测试夹具。
5.1.3能根据芯片测试过程中
良率偏低故障进行测试夹具
微调。
5.1.4能判别测试机、分选机
运行过程发生的故障类型。
5.1.5能完成测试机、分选机、
测试夹具的日常维护。

5.1.1能分析测试不良情况
产生原因并进行调整。
5.1.2能分析测试良率低的
原因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5.1.3能根据不同封装形式
进行测试夹具的设计、调
试。
5.1.4能对测试机、分选机
出现的故障进行维修。



标准简介---龙头认可企业目录

10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可企业目录

海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河北

山东

福建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

广东广西

上海

河南

山西

内蒙古

陕西

宁夏

甘肃

青海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新疆

江苏

浙江

北京

台
湾

重庆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771研究所集成电路封装厂
（封装、测试）
华天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封装、测试）
西安集成电路设计专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设计全产业服务）

陕西

浙江

江苏

上海

广东

四川

重庆

深圳康姆科技有限公司（封装、测试）
广东瑞森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设计）

四川明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封装、测试）

矽磐微电子（重庆）有限公司（封装、测试）

无锡华润安盛科技有限公司（封装、测试）
苏州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有限公司
（国家集成电路设计苏州产业化基地）（设计）

上海波特科技有限公司（设计、装备）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IDM）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封装、测试）
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封装、测试）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用）
杭州若联科技有限公司（应用）
杭州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有限公司
（设计全产业服务）



证书价值



证书价值---四维度影响

01
院校

1.促使院校加快改革进程，更
加凸显“实践性”完善教学体
系。
2.提升院校社会影响力，办学
效果和办学形象。
3.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得到进一
步彰显，知名度也会得到提高。

02
教师

1.提高职业院校教师建设模块化课
程、实施项目式教学、培训考核的
能力
2.促进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
和创新教学能力全面提升，成为能
够满足教学、培训和考核评价需求
的教学团队。

03
学生

1.为学生真正意义上掌握知识
提供了保障
2.使院校学生所学与社会所需
相契合，拓宽就业本领
3.获取较高的待遇奠定基础
4.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04
社会

1.为考证社会培训机构提
供新的发展良机。
2.社会可直接招募一大批
契合社会需求的高技能人
才，促进社会生产快速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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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价值---深化职教改革

深化/着力推进“三教”改革

教师

• 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

教材

• 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关内容及

要求有机融入教材内容，推进书

证融通、课证融通的教材

教法
• 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关内容及

要求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优

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促进书证

融通 13



证书价值---多证融通

将课程的教学内容与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标准衔接起来，加强和规范了学生的实践操作

技能，提高了学生的岗位实践能力，突出职业

教育办学特色。但是，随着行业企业的技术进

步和职业技能标准的更新，也不断的对课程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调整和补充

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体现的

学习成果相互转换。获得学历证书的

学生在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考试时，可免试部分内容，获得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学生，可按规定兑换

学历教育的学分，免修相应课程或模

块。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互通互换，为构建国家资历框架奠定

了基础。

把比赛技能考核方式转化为X证书的评

价方案，把比赛评价标准转化为X证书

的评价标准，把比赛成绩的等级层次

转化为X证书的等级层次。成为探索技

能比赛新模式，探索技能比赛与1+X证

书制度试点工作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14

书证融通
课证融通

赛证融通



证书价值---构建学分银行

书证融通

赛证融通

课证融通

学分银行
。。。。。。

• 通过证书，深化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

促进校企合作；建好用好书证、课证、赛证相结合

的机制；探索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构

建国家资历框架，通过更丰富更充实的教学内容，

让每一名学生都得到人生出彩的机会。

• 推进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职业技能等级学分转换

互认，为公民终身学习提供资历认证,成为打通各

级各类教育系统的终身学习立交桥,为我国教育强

国建设服务。 

15



试点事项说明



试点事项说明---院校条件

师资条件：配备具有相应培训能力的专兼
职师资团队，团队成员不少于6人，具有相应
工作领域项目经验的行业企业兼职教师占比
不少于30%，“双师型”授课教师不少于
50%；专业带头人具有中级或高级职称；技
术服务团队成员不少于2 名。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完善，具有满足集成

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需求

的管理团队，有固定办公场所。团队负责人

能够充分调动资源，提供培训所需的保障条

件。C5

C1

C2

C4

C3

办学条件：具备办学许可的法人单位，已

开设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所对应的相关专业，且该专业近3年连续招生，

有3年及以上相关专业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经

验。

专业资源：围绕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相对应的专业，已开发了较为
成熟的课程体系和专业教学资源。

设备与环境：具有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应的培训和考核环境，

能同时满足不少于40人进行理论及实践考核。

培训和考核环境包含稳定成熟且符合本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考核要求的相关实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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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事项说明---实训设备要求

18

设备项 具体要求 数量 建议设备

集成电路工艺虚
拟仿真教学平台

集成电路工艺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包括IC设计、晶圆制程、晶圆检测、
集成电路封装等主要环节，利用语音、图片、动画、视频、虚拟交互
等表现形式生动展示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流程、制造方法、生产设备操
作过程，可对集成电路工艺过程进行考核测评。

1套（20个
License）

1.集成电路制造虚拟仿真教学
平台

集成电路测试分
选系统

集成电路测试分选系统可实现集成电路测试与分选功能。系统配套的
接口与参考电压模块的参考电压不低于±10V、电源与测量模块的输出
及测量电压不低于±20V、数字功能模块的管脚通道不少于16路、模拟
功能模块的波形输出频率不低于1kHz、测试与模拟开发模块的矩阵按
键不少于128个\程控开关不少于16个，系统配套软件具备实时监测平
台设备状态、数据统计、在线分析、智能决策等功能模块。

5套

1.集成电路开发教学平台

2.集成电路开发教学软件

3.集成电路应用开发资源系统

4.智能芯片分选机

集成电路测试分
选配件

配件模块中测试芯片不少于5管；测试接口板不少于5块；Mini接口板
不少于10块；芯片分选板不少于5块；芯片Mini分选板不少于5块；芯
片分选底座不少于5块等。

10套 1.集成电路测试模块配套辅材
与耗材

集成电路创新应
用云平台

平台提供多种数据采集单元与测试单元以及多种单片机核心板与传感
器模块，提供不少于两路交流电源输出，交流输出电压不少于4个档位，
交流电流输出最大不少于2A；提供不少于两路直流电源输出，输出电
压不少于4个档位，交流电流输出最大不少于2A；提供数据采集与测
试模块不少于2通道，带宽不小于70MHz；平台配套软件可对采集与
测试的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应用电路的性能评价与分析。

5套
1.电子产品设计创新云平台

2.电子产品创新实验实训系统

集成电路创新应
用模块

提供多种应用模块：多维运动模组配置了两相步进电机，负载不少于
3kg，定位精度不少于0.5mm；移动机器人实训模组的处理器主频不
低于140MHz，无线通信方式不少于3种，配置传感器模块不少于8种，
图像识别功能不少于5种；常见典型电子电路实训模组不少于3种。

5套

1.多自由度机器人

2.智能移动教学机器人

3.集成电路应用模块配套辅材
与耗材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实训设备要求



试点事项说明---实训设备要求

19

设备名称 具体要求 数量

管理服务器 国内外知名厂家机架式服务器，E3以上处理
器，8G以上内存，2T以上硬盘，千兆网络。

1套

计算机 I5以上CPU，8G以上内存，1T以上硬盘，21
寸以上显示器。

20台

网络设备 国内知名厂家48口千兆交换机、路由器等网
络设备。

1套

机柜 国内知名厂家42U机柜。 1套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基础设备要求



试点事项说明---标准建设方案简介

试点院校实训设备要求，源自集成电路

产业链中各核心设备

证书初级、中级、高级培训考核使用的

设备类似，培训、考核内容不同

建设标准的1+X试点院校所需要的设备，

需要具有3个区域进行考核（理论与IC工

艺虚拟仿真考核区、集成电路测试区、

集成电路应用区）

20

3



试点事项说明---考核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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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事项说明---场地一建议布局与配置

22

理论、IC工艺虚拟仿真考核区

考核人员安排：
理论、IC工艺虚拟仿真：20人



试点事项说明---场地二建议布局与配置

23

集成电路测试考核区

1、考核人员安排：集成电路测
试：10人
2、证书测试考核设备：测试分
选系统等



试点事项说明---场地三建议布局与配置

24

集成电路应用考核区

1、考核人员安排：集成电路应用：
10人
2、证书测试考核设备：
集成电路创新应用平台等



试点事项说明---建议平台：集成电路工艺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25集成电路工艺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试点事项说明---建议平台：集成电路测试分选系统

26

智能芯片分选机 集成电路开发教学平台 集成电路应用开发资源系统



试点事项说明---建议平台：集成电路创新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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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设计创新云平台

电子产品创新实验实训系统

多自由度机器人 智能移动教学机器人



试点事项说明---简化方案

3

设备简化-减少相关
设备清单的数量

1

仅仅需要调整考核
区划分，减少对应
设备的数量

2

虚拟仿真、理论考核
可与其他机房并行使
用，集成电路测试与
集成电路应用考核区
进行合并

4

同时考证人数相应
减少

28
想建设试点院校，但是场地、资源都有限，如何处理？



试点事项说明---简化方案

29
设备数量 同时考核人数

测试与应用合并理论、IC虚拟考核与其他机房共用



试点事项说明---试点院校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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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试点院校申报入口

试点院校申报入口



试点事项说明---试点院校申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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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参加过第一批证书试点院校已有的账户密码进行登录，周报未收到的，请

联系省级教育行政部门1+X证书试点相关负责人索要



试点事项说明---试点院校申报平台

32

登录后在证书管理栏可以查询教育行政部发布的申报计划，查看已经申报证书信

息，可以进行修改，删除，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证书申报。点“申报证书试点”



试点事项说明---非试点院校申报

33
非试点院校申报入口

试点院校申报入口



试点事项说明---非试点院校申报平台

34

选择院校，点“立即申报”



试点事项说明---非试点院校申报平台

35

填写院校名称、手机号即可注册，获取账号密码。院校名称必须与系统中的名称一致，

如系统出错、不正确，请反馈给省级教育行政部门1+X证书试点相关负责人。



试点事项说明---非试点院校申报平台

36完善院校的基础信息，点“申报证书试点”，应在规定时间内容进行申报



试点事项说明---非试点院校申报平台

37
填写申报证书试点的相关信息：试点证书、专业名称、培训人数、师资情况等，

填完无误后提交，等待申报审核。



试点事项说明---试点院校申报流程图

38



试点事项说明---试点院校申报注意事项

39



师资培训与考核



师资培训与考核---组织架构

1 2 3 4 5

培训管理

安排协调核心培训师资

专家顾问

实施咨询架构设计技术沟通

技术人员

技术、培训支撑服务

试点院校

培训讲师、考评员

考点院校

考点负责人

41

第三方评价组织朗迅科技



师资培训与考核---师资培训简介

42

u 培训目标：按照教育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安排部署，围绕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内容安排培训，提高试点院校教师实施教学、培训、考核的能力，培养能
够满足教学、培训和考核评价需求的教学团队。

u 培训人员：参加培训的人员应为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院校集成电路相关专业专兼职教

师，应至少熟悉一门通用的编程语言。

u 培训时长：根据初中高不同的培训内容与要求，预计7天左右。

u 培训时间：计划5月份。



师资培训与考核---师资培训内容

43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中级师资培训方案
时间 培训主题 培训内容 培训方式

第一天

政策标准解读

1.1+X证书制定政策解读

专家讲授1.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能标准解读

1.集成电路产业介绍

版图设计
1.版图识别 案例分析与实

践1.版图编辑

第二天 晶圆制程

1.进行单晶硅制备、晶圆氧化扩散工艺流程操作
2.设备的维护与故障判别

专家讲授1.进行晶圆薄膜淀积、晶圆光刻工艺流程操作
2.设备的维护与故障判别

1.进行晶圆注入、晶圆刻蚀工艺流程操作
2.设备的维护与故障判别

第三天 晶圆测试

1.进行晶圆检测工艺操作
2.判别设备故障与维护

专家讲授1.判别晶圆打点故障
2.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1.判定晶圆目检过程中的异常



师资培训与考核---师资培训内容

44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中级师资培训方案

时间 培训主题 培训内容 培训方式

第四天 集成电路封装

1.进行晶圆划片、芯片粘接与键合工艺操作
2.设备故障的判定与维护

专家讲授
1.进行塑料封装、切筋成型工艺操作
2.设备故障的判定与维护

第五天 集成电路测试

1.进行芯片检测工艺操作
2.设备故障的判定与维护

现场实操1.进作芯片编带工艺的操作
2.设备故障判定与维护

1.判断芯片目检流程的操作

第六天 集成电路应用

1.简易电子产品设计

现场实操1.嵌入式系统程序调试

1.简易电子产品装配及调试

第七天 理论、实操考核 考核评价



师资培训与考核---师资队伍组成

45

2 3

1

典型院校 第一批师资

资深专家

“双师型”
教师



师资培训与考核---考核简介

考核内容
依据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综合考核初、中、高三个等级的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术水平与专

业知识素养。考核内容主要有：1、版

图（初级不考）；2、晶圆制程；3、

晶圆测试；4、集成电路封装；5、集

成电路测试；6、集成电路应用等。

考核方式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初、中、高三个级别的考核均采用

混合型考试形式，即采用机考及基于

一般要求实训设备和场地的实操考试。

考核权重及时间

理论考试试卷满分100分，权重30%；

实操考试试卷满分100分，权重70%。

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合格标准为单项

分数满足考核要求，成绩合格的学员

可以获得相应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

考核总时长不大于3小时

46



资源说明



资源说明---教材情况

规划3本培训教程：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

技能等级培训，初级、中级、高级，对应各等级培

训内容。

规划集成电路系列丛书若干本教材：适

应于中职、高职、本科集成电路相关专业与方向课

程，教材融入1+X标准， 真正“书证融通”

目录
1、职业素养
2、晶圆制程
3、晶圆测试
4、集成电路封装
5、集成电路测试
6、集成电路应用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初
级）》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培训教材

48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中
级）》1+X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培训教材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高
级）》1+X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培训教材

目录
1、版图辅助设计
2、晶圆制程
3、晶圆测试
4、集成电路封装
5、集成电路测试
6、集成电路应用

目录
1、版图设计
2、晶圆制程
3、晶圆测试
4、集成电路封装
5、集成电路测试
6、集成电路应用



资源说明---教材情况

49

教材名称 内容 预计出版时间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初级
等级证书培训教材

教材编写
2020年5月

教材审稿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中级
等级证书培训教材

教材编写
2020年8月

教材审稿

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高级
等级证书培训教材

教材编写
2020年12月

教材审稿

教材资源
出版计划

资源 内容 预计上线时间

IC制造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晶圆制程、流片工艺、晶圆检测工艺、封装工
艺、芯片检测工艺、操作规范的课件、视频、
音频、习题、虚拟仿真交互动画等模块

2020年3月

集成电路制造虚拟仿真训
练平台

数字芯片和模拟芯片的习题库、工艺题库的升
级

2020年4月

芯云学院
考试设备、考试系统、培训系统、证书管理等
功能

2020年3月

线上资源
出版计划



资源说明---培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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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说明---题库情况

51

试题库建设情况。已经建立包含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职业技能各类技
能点，数千条任务题目的试题库。（持续更新中）

知识分类 理论题目 实操题目 合计

半导体概论 220 0 220

版图设计 124 80 204

晶圆制造工艺 150 130 280

流片工艺 59 100 159

封装及测试工艺 120 173 293

集成电路测试技术 60 234 294

集成电路芯片测试 60 241 301

集成电路应用 100 330 430

合计 893 1188 2181

试题库



资源说明---证书认证

http://www.ic-edu.net 52

认证平台访问地址：www.ic-edu.net专门运作认证

平台定期更新集成
电路开发与测试相
关学习资源。



典型问题



典型问题---试点申报问题

54

问题 答复

Q:学校可否自行申报
A：职教所已通知省厅组织院校申报并在省里备案，各省厅建立申报计划，等到开始
申报时间，请各院校联系省厅并备案申报，以省厅备案后的试点院校名单为准。省厅
未通知，院校可注册但无法申报。

Q:院校平台申报时提示“该
院校已注册为试点院校，请
用试点院校管理员账号直接
登录试点院校业务平台开展
工作即可，无需重复注册”

A:表示该院校作为第一批或第二批试点院校已申报且存在账号，忘记账号请找省厅相
关联系人查询，后用账号直接登录申报即可；或最近已注册，请学院参考下发的试点
院校手册说明。仍不是试点院校的，可正常注册申报。

Q:试点院校忘记账号密码
A:请院校联系省厅重置密码（省厅有权限重置密码，在用户管理界面，搜索到需要修
改密码的院校账号，列表后面有重置密码功能）；或院校自行在登录页面点击忘记密
码，用绑定手机号验证重置密码即可（建议自行修改，尽量不麻烦省厅）。

Q:关于试点规模、试点名额
问题

A：关于试点规模，职成司不做限制，不分配名额，由学校对照条件在平台自主申报，
省厅负责备案。备案后评价组织就能在平台看到，再有什么具体情况，可与省厅沟通。
工作力量要尽快加强，今年能组织和支持的师资培训规模、组织承担的考核规模，是
省厅确定试点规模的重要参考。



典型问题---试点申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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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答复

Q：教育行政部门遴选完成时
间

A:培训评价组织已上线证书申报遴选的功能。
试点院校申请了证书试点后，培训评价组织可以看到申请记录，可以对申请给出审核意
见。最终试点名单由省厅审核结果为准。
时间无法统一确认，各省安排不同

Q:单所院校对应专业包括多个
专业领域，申报专业时只能申
报一个专业还是可以多个专业
申报；按专业报名还是按学生
总人数报名

A:一个证书可对应学校多个专业，具体由学校自行决定。
多专业都与证书匹配，按照学生总人数报名，操作时把拟申报的专业都选上，然后填写
总的拟申报培训人数。

Q：社会考生的报名与培训具
体流程；是否需要与当地有意
愿面向社会群体的院校商量确
定

A: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十四部门关于印发《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创业
行动计划》的通知精神，鼓励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广泛开展职业培训，鼓励参训人员获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建议培训评价组织与院校合作，面向社会人员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培训，具体工作流程可由培训评价组织与相关院校协商确定，鼓励统筹对接国家
学分银行；
建议试点院校确定后，根据院校实际开展相关工作，以便统筹，面向社会人员的培训，
也应坚持考培分离原则，不宜由培训评价组织同时开展培训和考核，严把质量关。



典型问题---试点申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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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答复

Q:申报试点院校需要培训评
价组织审核？

A:不需要培训评价组织审核，关于申报方面的问题，培训评价组织会提供咨询与服务，
提供参考，也会处理院校各种问题，一切以教育部与省厅精神为准

Q:试点、考点院校区别 A:教育部文件精神为准，试点院校：组织、培训师资培训，学生参加证书培训与考核。
考核站点院校：具备考核站点条件、并愿意承担考核任务、可以申请考核

Q：考核站点数量限制 A：没有限制，根据报考人员数量以及区域集中度逐步发展，还是保持谨慎，以稳发
展。成熟一个，启动一个

Q:能申报多少次？
A：原则上每年设置一次计划，需要参与试点的院校，均需要上平台申报需要试点的
证书，如中途有新加入的证书，各省可以根据需求，设置第二次申报。每次申报会开
放所有证书。院校本年度申报过一次后不可再申报第二次。

Q：地级市要审批吗？
A：如果需要地市级教育局参与审批，则试点院校提交申报后，先由管辖该院校的教
育局审批，审批通过后，再交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反之则直接由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审批即可。地市级教育局如果参与审批，他们主要审批试点院校申报的合理性，
最终批准的培训人数由省级决定



典型问题---试点申报条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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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答复

Q:申报试点院校什么要求和
条件？

A：以教育部公布的集成电路开发与测试试点事项说明文件为准。
从5个方面评估：1.办学条件；2.专业基础；3.师资条件；4.场地设备条件；5.管理能
力

Q:技工院校可以申报吗
A:1.老师学生可以考核集成电路证书，因为证书面向全社会。
2.不能够申报试点院校，根据试点政策，教育部相关文件明确不包括技工类学校申报
试点，建议技工院校关注人社部相关政策，如果院校想以考证为抓手，促进集成电路
相关专业升级、转型，我们可以提供服务帮助。

Q:试点院校实训条件配置的
投资成本及场地要求

A:首先，我们会尽可能的放低门槛，教育部在试点事项说明里要求同时满足40人进行
理论学习和实操考核。在相关设备方面，集成电路相关专业和方向的设备是较特殊的，
想要以学校自己的基础去满足培训考核是不够的，一定的投资是必要的，但要给一定
的准数是很难的，因为各院校专业基础，专业定位，学生数量，教师能力、场地资金
条件等各个条件都有很大差异，不可能按统一方案来配置，我们能做的事是成为试点
院校后，给学校提供1V1的定制化服务

Q:设备有统一要求吗？是不
是需要完全满足

A：在试点事项说明中提到配置要求，是根据标准和考核要求提出的建议，不具有强
制力，具体如何配置，特别是设备的数量一定是根据院校自己专业基础，专业定位，
学生数量，教学方法，师资能力，包括场地资金等条件来制定方案，都要进行分校定
制，没有办法统一配置，所以我们建议是成为试点院校后再去完善各个方面，现在首
要任务是申报成为试点单位。



典型问题---证书面向专业和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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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答复
Q:院校不在证书公布的面向
专业目录里，可不可以申报
或报考

A：没有列入的相关专业的院校，都可以欢迎大家来考证，但是成为试点院校会有一
定影响，也鼓励相关专业的一起来努力，我们也会根据院校的专业情况提交教育部进
行专业增加的申请。

Q:持证对学生的就业有什么
帮助

A:非常大的帮助，证书和标准本身来自于行业，企业，并且得到高度的认可，通过培
训考核获得的证书人员一定会得到青睐，对持证人员工作、实习优先推荐给岗位和单
位。

Q:集成电路就业需求量有多
少

A: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趋势非常快，具体需求量非常大，从CSIP的集成电路白皮书来看，
近几年缺口都是10w+



典型问题---证书培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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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答复

Q:师资培训计划是什么？如
何进行

A：师资培训是目前1+X证书实施最重要的环节，我们已经设计了完善的培训方案，
已经提交教育部进行审核；基于当前疫情的情况，我们争取希望在5月份开始师资培
训，另外我们也计划调整培训方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师资培训。

Q:试点院校如何申请参加师
资培训

A:我们会以文件正式通知的方式发放给各个试点院校，请大家多关注，如果今年没有
入围的试点院校，也请积极参加师资培训，为后期申报试点院校打下基础。

Q:试点院校参加师资培训的
人数有何要求

A:一般根据考生规模配置师资，建议证书培训教师不仅参加我们组织的师资培训考核，
最好能通过我们培训师与考评员的考核，以确保自己有能力开展证书教学，并保质保
量完成教学工作。

Q:关于证书的教学培训有什
么建议

A：我们的主体任务是标准的设计和证书考核，我们证书标准都是围绕教学来设计的，
已经给院校梳理了一个思路。具体实施要建议根据当地的集成电路就业方向来进行选
择，证书有多个工作领域，如果能同时开展当然最好，实在不行，就先选最有把握的，
先做起来。

Q：学校开设的课程及实训
设备和这个证书关联不大，
学生很难考得过这个证书，
朗迅是否有支持指导

A：通过证书实施来助力院校课证融通和专业转型，为试点院校提供指导和支持。



典型问题---证书考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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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答复
Q:证书初级、中级、高级的
报考条件是什么？例如高职
院校毕业生可不可直接申报
高级

A：我们建议，中职先从初级考，高职可以从中级考，本科可从高级考。建议大家从
初级开始考，一开始就考高级难度会比较大，防止到时候高级考核没通过。

Q:考核收费是多少 A:严格按照教育部对证书费用的上限来制定的。

Q:考核收费有没有国家相应
的补贴

A:按照我们对政策的学习与了解，列入试点的院校应该是有财政补贴的，但要根据各
个省情况来定，具体情况可与当地教育厅进行咨询。

Q：证书颁发的时候有几个、
是每个工作领域单独发一个
还是只有初、中、高级各1
个

A：初级、中级、高级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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