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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080601专业考试计划 
主考学校：北京交通大学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础制度之一，是对社会

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

社会助学、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

型社会建设，紧密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自学考试

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制度优势,着力提升学习

者的政治素质和专业水平。 

二、学历层次与规格 

本专业属于高等教育本科学历层次，共设13门课程（不含毕

业论文），各门课程均采用学分制，总计71学分，每门课程考试

及格分数为60分。在总体上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相应专业的（本

科）水平一致。 

凡取得本专业考试计划所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合格，

累计在71学分以上，实践环节考核成绩合格，撰写毕业论文并答

辩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核合格后，由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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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专业毕业证书，北京交通大学在毕业证书上副署，国家承认

学历。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其专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授

予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由北京交通大学授予学士学位。 

三、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

责任感，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具备系统的工科基础、电气

工程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基本工程技术，能在电气制造、运营

及电力行业相关部门从事系统应用、产品开发和技术管理等方面

工作的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要求掌握电气工程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术，具备电气自动化系统设计和产品开发的基本能力，具有现

场系统调试、运行和维护等实际应用能力。主要包括： 

1.掌握电气工程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掌握电气自动化系统的分析、设计技术； 

3.具有在电气制造及电力行业相关部门从事工程实践的专业

能力； 

4.了解国家电气行业的基本政策和法规，并能主动遵守与执

行； 

5.了解电气工程专业的理论前沿、发展动态及行业需求； 

6.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满足电气制

造、运营及电力行业的工作需求； 

7.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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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8.能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的角色； 

9.具备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并有一

定的创新创业能力。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代码：080601                                 主考学校：北京交通大学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考试 

方式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笔试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笔试  

3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笔试  

4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10 笔试  

5 13175 线性代数（工） 3 笔试  

6 
04737 C++程序设计 3 笔试  

04738 C++程序设计（实践） 2 实践  

7 
14745 自动控制原理（本） 5 笔试  

14746 自动控制原理（本）（实践） 1 实践  

8 
01644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4 笔试  

01645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践） 2 实践  

9 
14411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3 笔试  

14412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实践） 1 实践  

10 
03802 电力拖动控制系统 4 笔试  

03803 电力拖动控制系统（实践） 2 实践  

11 
03800 现代电气控制技术 4 笔试  

03801 现代电气控制技术（实践） 2 实践  

12 
08241 计算机控制系统 6 笔试  

08242 计算机控制系统（实践） 1 实践  

13 13126 管理学原理（初级） 5 笔试  

 06999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总学分 71   

本专业属于高等教育本科层次，共设13门课程（不含毕业论文），各门课程均采用学分制，总计

71学分，每门课程考试及格分数为60分。凡取得本专业考试计划所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合

格，累计在71学分以上，实践环节考核成绩合格，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

合要求者，经审核合格后，由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毕业证书，北京交通大学在毕业证书上副署，国家承认学历。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

其专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由北京交通大学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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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省考课程说明 

1.08241计算机控制系统 

计算机控制系统课程定位为自动化相关专业的理论核心课

程，是本科专业基础理论的综合应用，同时还是自动控制理论实

际应用的基础。本课程主要讲述计算机控制系统理论与工程设计

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信号转化与z变换、计算机控制系统

数学描述与性能分析、数字控制器的模拟化设计方法、数字控制

器的直接设计方法，以及数字控制器实现中的关键技术。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考生掌握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培养

考生应用所学过的控制理论基本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工程应用奠定基础。 

2.08242计算机控制系统（实践） 

计算机控制系统（实践）是计算机控制系统课程的实践性环

节部分，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结合实际操作过程和具体操作技术，

训练考生正确地应用过程通道接口技术，培养解决工业控制、工

业检测等领域的具体问题的能力；熟悉计算机控制系统应用开发

的过程，熟悉软硬件设计的工作方法、工作内容、工作步骤；对

考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例如：组成计算机控制系统、编程、调

试、查阅资料、绘图、编写说明书等，使考生理论联系实际，提

高动手能力和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3.03800现代电气控制技术 

现代电气控制技术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课程。本课程主要介

绍传统的低压电器、典型的控制线路以及设计方法，在此基础上

系统地介绍了现代电气控制系统中需要用到的相关知识如传感

器、气动系统、可编程控制器、变频器等。本课程通过任务驱动，



 — 151 — 

项目引领，使考生具备完成综合项目开发和设计工作的能力。 

4.03801现代电气控制技术（实践） 

现代电气控制技术（实践）是现代电气控制技术课程的实践

性环节部分，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结合实际操作过程和具体操作

技术，通过实践使考生掌握并具备设计、安装电气控制系统的工

程技术能力。 

5.03802电力拖动控制系统 

电力拖动控制系统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课程。本课程在自动

控制理论的基础上，以电机控制系统为对象，以研究系统的控制

规律为主线，主要介绍交、直流电机控制系统的结构、组成、工

作原理和动静态性能。通过课程学习，使考生掌握现代交直流调

速的主要方案，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基本的设计方法，培养

考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6.03803电力拖动控制系统（实践） 

电力拖动控制系统（实践）是电力拖动控制系统课程的实践

性环节部分，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结合实际操作过程和具体操作

技术，通过实践使考生掌握并具备设计、安装交直流电机控制系

统的工程技术能力。 

7.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课程描述 

《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是应用电子技术、电气自动化等

专业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将电路原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电子测量与仪表、传感器、专业英语、电子工艺等多门知识与技

能融合在一起，在本专业学生的专业培训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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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是现代电子智能仪器仪表及智能系统的主要组成部

分，学习本课程使学生掌握一种实现电子产品智能化控制的基本

手段。其任务是了解单片机技术的特点、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理解单片机的工作原理；熟悉MCS-51单片机芯片的基本功能和典

型应用实例；能正确操作、使用单片机开发系统；初步具备单片

机应用系统的硬件及软件设计、调试、检测、维修的能力。为以

后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及进行电子电路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8.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课程描述 

《电力电子技术》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必

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各种电力电子器件的特性

和使用方法；掌握各种电力电子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控制方

法、设计计算方法及实验技能；熟悉各种电力电子装置的应用范

围及技术经济指标。 

课程目标 

本课程为培养既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又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

电气工程领域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奠定专业基础。通过本课程的

教学，使学生熟悉晶闸管组件和目前常用的新型全控器件的原理

及基本特性，掌握可控整流电路、触发电路、晶闸管有源逆变电

路、交流调压、直流斩波以及变频电路等多种新型电力变换电路

及控制方法。具体培养的能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学生对典型电力电子电路及系统具备一定的分析、

设计和计算能力，通过不同角度分析问题能力。 

（2）培养学生使用现代工具对电力电子线路进行建模、仿真，

通过分析和调整仿真模型参数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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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1.课程实践环节 

主要包括：C++程序设计、自动控制原理（本）、单片机原理

与接口技术、现代电力电子技术、电力拖动控制系统、现代电气

控制技术、计算机控制系统。 

考核目的：主要考核考生对于电气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情况以

及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考生综合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电子技术工

程实践问题的能力。 

考核要求：考生根据实践大纲考核要求，独立完成实践考核

内容，记录实验数据，总结分析实验过程，完成相应实践内容。

指导教师根据考生实验完成情况及总体表现给出实践课程成绩。 

2.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 

考核目的：毕业论文是考生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所学知识和技

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训练，培养和提高考生的实践能力、

写作能力和创新意识。旨在全面训练和提高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定性和定量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解概括以及文字表述能力，进

而为今后的工作和继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考核要求：考生根据考核大纲的要求，结合实际条件，在指

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撰写任务。由主考学校组织有关教

师从立论、内容、分析论证等方面进行考核，对达到毕业论文要

求者组织毕业答辩，答辩结束后由答辩小组给出考生论文成绩。 

七、报考条件 

我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

制，均可报名参加我校自学考试。报考本科考试的考生，在申请

本科毕业时，须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或以上层次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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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交通运输（专升本）081801专业考试计划 
主考学校：北京交通大学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础制度之一，是对社会

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

社会助学、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

型社会建设，紧密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自学考试

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制度优势,着力提升学习

者的政治素质和专业水平。 

二、学历层次与规格 

本专业属于高等教育本科学历层次，其培养规格在总体上与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相应专业的（本科）水平一致。共设15门课

程（不含毕业论文），各门课程均采用学分制，总计70学分，每

门课程考试及格分数为60分。 

凡取得本专业考试计划所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合格，

累计在70学分以上，实践环节考核成绩合格，撰写毕业论文并答

辩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核合格后，由吉林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交通运输专业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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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证书，北京交通大学在毕业证书上副署，国家承认学历。对符

合条件的毕业生，其专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的相关规定，由北京交通大学授予学士学位。 

三、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

责任感，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具备交通运输系统的基础知

识，掌握某一种运输方式的专业理论和技术，能在交通运输系统

的相关部门、某一种运输方式相关企业从事政策法规制定、规划

和设计、运营管理、运行控制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本专业要求掌握交通运输系统或某一种运输方式的运输需求

分析、运网规划设计、运力资源配置、运营管理控制等方面的基

础理论、知识和技术，具备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质，

具有较强的沟通、团队合作和终身学习能力以及实践应用能力。

主要包括： 

1.掌握交通运输系统的基础知识以及某一种运输方式的专业

理论、知识、技术和方法； 

2.能够运用专业的基础原理、知识，并通过研究分析，识别、

表达交通运输系统的技术与管理问题； 

3.能够通过设计方案、开展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等研究，

提出针对交通运输系统的技术和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

特定需求的运输组织和作业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

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能够针对交通运输系统的技术和管理问题，使用恰当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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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 

5.能够基于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交通运输系统

工程实践和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

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6.掌握国家交通运输领域的政策法规，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

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交通运输系统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

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7.能够在交通运输系统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

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8.能够就交通运输系统技术和管理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

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

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具有团队沟通能力； 

9.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交通运输系统

中应用； 

10.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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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代码：081801                                  主考学校：北京交通大学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考试 

方式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笔试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笔试  

3 07296 管理运筹学 6 笔试  

4 13846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与技术装备 5 笔试  

5 13838 交通规划 6 笔试  

6 13834 交通港站枢纽 6 笔试  

7 14643 运输组织学 6 笔试  

8 13847 交通运输经济学 6 笔试  

9 13841 交通运输安全 5 笔试  

10 07111 交通运输经济法规 3 笔试  

11 12220 集装箱运输与多式联运 4 笔试  

12 14303 铁路站场与枢纽 4 笔试  

13 14300 铁路货物运输 3 笔试  

14 14301 铁路旅客运输 3 笔试  

15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笔试 二选一， 

不少于7学分 

申请学位 

必须考英语 
15-16 

07114 现代物流学 4 笔试 

14755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3 笔试 

 06999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总学分 70   

本专业属于高等教育本科层次，共设15门课程（不含毕业论文），各门课程均采用学分制，总计

70学分，每门课程考试及格分数为60分。凡取得本专业考试计划所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合

格，累计在70学分以上，实践环节考核成绩合格，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合格，思想品德经鉴定符

合要求者，经审核合格后，由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交通运输专

业毕业证书，北京交通大学在毕业证书上副署，国家承认学历。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其专业水

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的相关规定，由北京交通大学授予学士学位。 

五、主要省考课程说明 

1.交通运输经济法规 

交通运输经济法规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本课程主要

介绍了交通运输政策法规基本概念、系统架构，交通运输发展历



 — 158 — 

史和技术经济特点，交通运输政策法规制定的理论依据，交通运

输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政

策，我国和其他典型国家交通运输政策演变过程及对我国的借鉴

等内容。通过本课程学习，使考生了解交通运输政策法规基本概

念和体系，能够初步运用交通运输政策原理和方法认识、分析交

通运输现实问题，理解交通运输系统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政

策法规措施手段。学习本课程后，考生应能够结合实际交通运输

现象，具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系统分析能力，提高对交通运输

政策法规的认识水平。 

2.集装箱运输与多式联运 

集装箱运输与多式联运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本课程

主要介绍的内容包括集装箱运输与多式联运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

势，集装箱运输与多式联运系统的组成，集装箱运输与国际贸易，

集装箱及箱务管理，集装箱货流及基本组织形式，集装箱的使用

与货物装载，集装箱货运站及码头作业，集装箱运输组织，集装

箱货物运输程序与业务，集装箱运输与多式联运单证，集装箱多

式联运的组织与管理，集装箱运输的经济分析等内容。通过本课

程学习，使考生了解集装箱运输与多式联运发展的动态，掌握集

装箱运输与多式联运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达到对集装箱多式联运

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方面知识有一个比较概括性、整体性的了解，

为将来工作做一定的基础准备。 

3.铁路站场与枢纽 

铁路站场与枢纽课程是是本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本课程主要

介绍站场设计技术条件、中间站、技术站、调车驼峰、客运站、

货运站、铁路枢纽等内容。通过本课程学习，使考生获得对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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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图形进行分析、计算和绘制的基本技能，具有对铁路站场进

行设计，对新建和改建方案提出改进意见的初步能力；引导考生

具有应用先进设计工具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锻炼考生

的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

力。为毕业后从事铁路技术管理、商务管理、站场规划设计等工

作创造条件。 

4.铁路货物运输 

铁路货物运输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货

物运输基本条件、货运设备与设施、货物运输的基本作业、货物

运输组织形式、货运管理、集装运输、货物装载与加固、超限超

重货物运输、危险及鲜活货物运输。通过本课程学习，使考生掌

握铁路货物运输组织、管理与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并具备铁路货

物运输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能力。 

5.铁路旅客运输 

铁路旅客运输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本课程主要介绍

铁路旅客运输组织、经营、管理理论体系中所有内容，包括从铁

路旅客运输组织的技术条件上包括既有铁路线的旅客运输组织与

高速铁路的旅客运输组织，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人文环境及人口

布局的地区差异，普速铁路、高速铁路及快速铁路网的布局特点，

客运需求、客运计划、开行方案、运行方案及机车车辆运用、站

车工作组织、应急处理与服务管理及相关设施设备的配置等。通

过本课程学习，使考生掌握铁路旅客运输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具备铁路旅客运输专业文献和行业标准、

规则等的检索和综述分析能力，能够应用专业原理对铁路旅客运

输工程复杂问题解决方案进行研究分析；掌握铁路旅客运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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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的理论及方法，具有应用现代工具进行铁路旅客运输方案设

计的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设计

能力。 

6.现代物流学 

现代物流学是本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主要介绍现代物流学

的基本概念，物流、配送、物流中心等。介绍现代物流的基本原

理、方法和技术，分析物流的各个功能以及各功能之间的关系，

掌握物流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等。通过学习，使考生掌握现代物流

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具备基本的物流管理素质和技能。 

7.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课程。本课程主要介

绍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基本构成与特征,以及道路、轨道、水路、

航空、管道和枢纽场站的系统构成及关键要素等。通过本课程学

习，使考生掌握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及其智能化、一体化发展的基

础知识，并具备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知识、能力和素养。 

8.管理运筹学 

管理运筹学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课。本课程主要介绍线性规

划、整数规划、动态规划、图与网络、排队论等方法。通过本课

程学习，使考生了解和掌握管理运筹学定量研究的思想、技术和

方法，培养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定量分析能力、一定的建模能力

和创新能力。 

9.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与技术装备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与技术装备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课程。本

课程主要包含铁路线路、轨道、路基、桥梁、隧道、机车车辆、

牵引供电系统、信号与通信设备、铁路车站等。通过本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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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考生掌握铁路运输基础设施与技术装备的基本知识、基本构造

和基本工作原理，并具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与技术装备合理配置

和优化的能力。 

10.交通规划 

交通规划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课。本课程主要介绍交通规划

的发展过程及未来发展趋势、交通调查与分析、交通与土地利用、

交通网络布局规划与设计、交通的生成/发生与吸引、交通分布、

交通方式划分、交通流分配、交通需求预测逆向推演、常用的交

通规划软件等内容。通过本课程学习，使考生掌握交通规划的基

本思想、基础知识、规划过程、常用方法与模型，了解交通规划

的作用及其实际应用。 

11.交通港站枢纽 

交通港站枢纽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课。本课程主要介绍了交

通枢纽总体规划与布局；交通流线疏解有关方法和理论；铁路站

场及地铁站的作业、设备和布置图形；水运港口设施组成，航道、

防波堤与口门布置，码头布置与设计；货物场库面积和堆存能力

计算；综合客运和货运枢纽的分类,设计原则和案例等课程。通过

本课程学习，使考生获得对港站布置图形进行分析的基本技能；

为毕业后从事交通运输技术管理等创造条件。 

12.运输组织学 

运输组织学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课。本课程主要介绍了现代

交通运输系统及其构成要素，运输组织理论及其发展，运输需求

分析与预测，交通运输组织的总体规划，交通线网运输组织，交

通场站与枢纽运输组织，交通运输计划与运输调度工作的基本概

念、理论和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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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交通运输经济学 

交通运输经济学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课。本课程主要介绍了

交通运输需求理论，交通运输供给理论，交通运输市场理论，交

通运输企业经济理论。 

14.交通运输安全 

交通运输安全课程是本专业的专业课。本课程主要介绍交通

安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交通安全系统、交通安全分析和评价

方法、交通安全技术、交通事故调查与处理、交通安全管理、交

通安全课程设计等内容。通过本课程学习，使考生能够培养在交

通安全专业领域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实际工作能力，具备开展

交通安全工作的基本知识与专业素质。 

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 

考核目的：毕业论文是考生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所学知识和技

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训练，培养和提高考生的实践能力、

写作能力和创新意识。旨在全面训练和提高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定性和定量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解概括以及文字表述能力，进

而为今后的工作和继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考核要求：考生根据考核大纲的要求，结合实际条件，在指

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撰写任务。由主考学校组织有关教

师从立论、内容、分析论证等方面进行考核，对达到毕业论文要

求者组织毕业答辩，答辩结束后由答辩小组给出考生论文成绩。 

七、报考条件 

我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

制，均可报名参加我校自学考试。报考本科考试的考生，在申请

本科毕业时，须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或以上层次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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