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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当前石化行业形势下油气储运技术专业招生与就业的探讨 
◆高颜儒 

（大庆职业学院石油工程系） 

 
摘要：随着石油和化工行业繁荣、萧条周期的转换，大庆职业学院油气

储运专业的招生与就业出现较大波动。本文在广泛调查学生报考、就业

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石油和化工行业基本情况，探讨分析本校油气储运

技术专业学生招生与就业情况，探究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分析了国内石

化行业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油气管网规模不断扩大，天然气需求不断增

长，与此同时开设油气储运技术专业的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随着

学生报考和就业观念的改变，本专业学生的招生和就业情况已成为不能

回避的现状。因此，适时调整油气储运技术专业招生策略和拓展中下游

就业市场是刻不容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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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油和化工行业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 40 周年以来，石油和化工行业取得巨大成就，产

业规模达到世界第二，1978 年全行业总产值为 758.5 亿元，利润
总额是 169.7 亿元，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 13.8 万亿元，增长了
181 倍，利润总额是 8462 亿元，增长了 49 倍。国有、民营、外
资企业三分天下。2018 年，30 多家企业入围世界 500 强，其中
中石化、中石油位列前十位。 

油气管网规模不断扩大，建设和运营水平大幅提升。基础设
施网络基本成型，以西气东输、俄气、川气东送、陕京线为首的
天然气管线，以兰成渝、兰郑长为首的原油成品油管线，已经把
我国油气管线的布局勾勒出了基本框架。资源进口通道初步形
成，西北中哈原油管道、中亚原油管道，东北中俄原油管道，西
南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均已建成，沿海地区已建成液化天然气
（LNG）接收站 13 座，满足进口接卸需求。管道输送规模不断
提高，2017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下发文件《中长期
油气管网规划》指出，至 2020 年，全国油气管网规模达到 16.9
万公里，至 2025 年，全国油气管网规模达到 24 万公里，原油、
成品油、天然气管网里程分别达到 3.7、4.0 和 16.3 万公里，网
络覆盖进一步扩大，结构更加优化，储运能力大幅提升。 

城市燃气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随着西气东输、海气登陆、
引进 LNG 工程，以及俄气南下等项目的建成，一幅横跨大陆东
西、连结沿海、纵贯南北的天然气框架蓝图已经呈现出来，这必
然为我国城市燃气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和难得的机遇。《中长
期油气管网规划》指出，至 2025 年，天然气管道全国基础网络
形成，支线管道和区域管道密度加大，逐步实现天然气入户入店
入厂，全国城镇用天然气人口增至 5.5 亿。由此可见，未来几年，
我国城市燃气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 

2、我校油气储运技术专业招生与就业的现状及问题 
2.1 招生规模小，下降趋势明显 
2011 年-2016 年，我校油气储运技术专业招生人数基本保持

稳定，均在 30 人上下，2017 年下滑至 10 人。原因分析主要有：
招生地区有限，生源数量逐年下降；招生政策不断调整变化，学
院所处地理位置较偏僻；本科院校入取分数段下调，职业学校之
间生源竞争不断加剧；对行业发展形势不了解，认为目前石油行
业就业困难；近几年青岛输油管道和大连石化爆炸等行业大事故
的产生负面效应，学生和家长在就业方面存在安全顾虑。 

2.2 就业面窄，就业相关度偏低 
就业面窄，就业相关度仍偏低。原因分析主要有：就业市场

潜力巨大，但开拓力量有限，特别是东南沿海城市就业市场没有
打开；学校地域偏远，毕业生数量有限，企业信任度不高；部分
学生对于就业环境、就业岗位以及薪酬匹配度认同感较低，90
后大学生已经成为高校的生源主体，独生子女比例很大，她们的
价值观、就业观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 

3、解决措施 
3.1 转变思路，制定新形势下招生策略 
首先，精心制作专业招生宣传材料，详细介绍油气储运行业

发展形势及就业优势。其次，专业教师直接入到学校，直接面对

教师和学生，积极正面宣传本专业优势，打消学生及家长对油气
储运专业不安全的顾虑，让专业形象在学生和家长中广泛树立。
再次，初高中学校开设职业规划方面课程，帮助学生长远规划职
业梦想。 后，加强全员参与意识，不断加强招生宣传工作力度，
扩大招生宣传规模。 

3.2 多渠道、全方位拓展中下游油气储运就业市场 
除了传统的油田上游企业外，多渠道、全方位拓展中下游油

气储运就业市场。特别是油气管道和燃气输配等发展前景较好的
单位，还有就是南方需求人才较多的炼化企业。 

3.3 提高学校办学条件，加强师资团队培养 
加快建设具有“教学、培训、鉴定、生产、服务”五大功能

为一体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如防腐、长输管道、燃气输配模
拟实训室等；以“三师” 型教师为目标，加强师资团队培养，
学院人力资源部师资办公室定期进行内训师培训，使更多的教师
能够承担职后培训的任务。通过教师深入现场进行企业实践锻
炼，教师外出学习培训等方式，使教师掌握专业前沿技术，提高
科研水平。 

4、结语 
改善油气储运技术专业招生和就业状况，属于长期工程，不

能一蹴而就，需要院校全体人员发挥力量，国家政府和广大石油
化工企业积极支持。本文分析了大庆职业学院油气储运技术专业
的招生和就业情况，发现当今学生在报考和就业过程中，存在着
怕吃苦、就业期望值高、目光短浅、职业规划不够明确以及好高
骛远的错误观念，这对学生的报考和就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我们需要以学院本身为切入点，提高学校办学条件，加强师
资团队培养，做好思想教育、就业指导等工作，帮助学生做好职
业生涯发展和人生规划，为努力改善油气储运技术专业招生和就
业状况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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