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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航海类大学生就业前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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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这深刻阐明了海运与经济、海运与国家战略的重要关

系[1]。作为航海类高等院校，担负着培养航海高等人才的使命。而作为航海类专业学生，就业选择尤为重要。本文从航海

类专业学生就业前景情况着手，主要分析相关就业方向的选择，并对如何解决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关意见。希

望对学校教育体系、教师培养理念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关键词】航海专业；就业选择；工作前景；问题解析 

Thoughts on the employment prospect of nautical college students 
【Abstract】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ce pointed out that "an economic power must be a maritime and shipping power", which 

profoundly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hipping and economy, shipping and national strategy [1].As a nautical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t undertakes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nautical higher talents.As a navigation major student, the 
employment choi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employment prospects of navigation major students, 
mainly analyzes the choice of relevant employment direction, and thinks about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opinions.Hope to th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teacher training concept to play a certain reference and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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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航海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全国航海类专业航海类专业学生数量较少，专业实践性较强。

航海类专业学生在就业选择时，以下因素往往影响他们的选择： 
第一，对自身认识不够客观全面。大多数航海类专业毕业生“眼

高手低”，对自身认识不清，过高估计了自身能力。目前，以航海

类专业学生自身实际能力与其他陆上专业的学生竞争陆上专业的

就业方向是缺乏竞争力的。 
第二，家庭因素。由于家庭原因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上船工作

或者从事航海有关的工作，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或对航海类

专业不了解。但是对家庭穷苦或者普通家庭的同学，航海是对他们

个人发展的一个良好选择。 
第三，薪资收入优势减小。随着物价逐渐上涨，船上工作的薪

资高于陆地上工作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目前船上薪资正在逐渐

反弹，这也能间接性坚定后续航海类大学生上船的决心。 
第四，海员的社会地位不高。我国对海员立法和权益保护与高

度开放的航运市场不匹配[2]，海员没有切身实际感受到航海类职业

的社会认可和匹配。 

2  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 

笔者通过走访引航站，海事局等关于航海类专业的企业、单位，

得到了以下数据。 
2.1  目前部分航运业现状 

以上海港引航现状为例，2012 年—2016 年，五年间上海港引

航站年均引领 68047 艘次，2016 年，突破 70000 艘次，同比增长

2.36%，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上海港年引航艘次（2000 年—2016 年） 

2.2  航运业发展对相关海运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随着航运业向好的方向发展，造船业也迎来疫情后的光明，订

单量持续增长，船舶种类开始增加，新船的建造也带动了船用设备

的销量，航运保险业也开始借此机会冲出困难时期，与航海相关的

其他服务型产业也随之好转，全球经济复苏，有了国家战略部署，

使得我国海运和相关海运产业复苏的更快，势头也更强。与此同时，

危险与时机并存。因为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而且对未来是否还会出

现更加危险的情况还不了解，这也对即将上船的航海类大学生设立

了第一层考验，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异变的疫情是否会继续对航

运产业有较大影响，这也是当前我们应积极思考的问题。 
2.3  上船工作已不再是首选 

基于所搜集到的大量航运业发展现状，深入探索分析目前航运

市场所需的航运人才，并对航海类学生自身特点、素质等方面进行

分析，将航运业发展与学生就业密切融合，结合航运人才的供需两

方面设计了有针对性设计问卷。 
根据调查问卷结果统计来看，我校航海类大学生情况由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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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得，多数学生在步入航海类专业的领域时，对行业特性和前

景没有全部了解，对未来发展没有明确的计划。在对“是否为自己

毕业后有方向规划”这项调查中，认真规划过正在为之努力的为

31.2%；大致上计划过还未确定的为 55.8%；没想过或想过依然很迷

茫的为 13.0% 。入学之际大部分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学习和未来的船

舶工作有着无限的憧憬和向往，但是随着对专业的了解及受家庭及

周围同学的影响，部分航海类学生逐步改变最初的想法，而选择趋

向稳定性的职业。报考研究生、公务员成为首选，航海类专业学生

的就业选择趋于多样性，他们正逐渐趋于少上船或者是不上船。相

关毕业后就业方向选择统计如图 2 所示。 

 

图 2  毕业后就业方向选择统计表 

2.4  学校社会需要加强引导 

在对“报考航海类专业的初衷”一项调查中（图 3），为改善家

庭条件的为 28.5%；受父母影响的占到 15.3%；中学老师推荐的为

11.5%；喜欢航海工作的为 8.7%；想环游世界增长见识的为 8.2%；

其他想法的为 27.8%。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多数学生报考航海类专

业的原因是为了改善家庭环境、受父母影响及他人推荐，只有少部

分学生是因为喜好。 

 

图 3  报考航海类专业的初衷 

在对“学生计划上船工作时间”一项调查中，选择 5 年的为 62%；

选择 10 年的为 32%；选择 20 年的为 6.6%；选择直到退休的仅 0.4%。

由此可见，绝大部分学生选择在船工作 5～10 年。 
综上所述，航海类大学生就业形式乐观，专业对口，但是航海

类大学生现在对于将要面临的工作普遍不够了解，在对“当前海员

的工资待遇了解程度”一项调查中，十分清楚的为 12%；略有了解

的为 76%；听说过一点的为 12%。在“毕业后就业选择”一项调查

中，上船的为 47%，而其中提到选择上船的原因，53%的同学认为 
  

该行业国家重视。由此可见航海类大学生有其就业优势所在，但需

要更多积极的引导。 

3  建议与对策 

随着船舶的大型化、智能化，航运人才所具备的专业素质不满

足现如今的航运业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航海类学生不仅要学会驾

驶船舶，而且要从多角度、多方位的学会全面思考航运问题。 
3.1  相关单位、机构应采取的对策 

相关单位、机构应该积极响应“海运强国”战略，保障船员队

伍结构的稳定性。一是船员的社会地位有待提高，船员作为特殊职

业与岸上单位接触较少，社会各界要关注船员的权益保护，向海员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提高船员关注度，增加人们对海员的尊敬程度。

二是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大对航海类毕业生找工作的政策帮扶，并加

强对航海类院校和船员培训机构的政策扶持。 
3.2  航运企业应采取的对策 

第一，企业应为船员制定未来在公司的职业规划，使其能够看

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以管培生的形式建立“船上—陆地”工作

机制调动其主观积极性，留住人才等。第二，建立健全船员保障机

制，加强航运企业文化建设。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船员的安全是首

位。如果可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家属就业等问题，让船员

对航运企业能够有认同感、归属感。第三，加强企业与航海类院校

的合作。定期邀请本校毕业的船长、轮机长等对航海类专业的学生

开展面对面的交流；也可以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了解航运文化，

加深对航运的理解与认知。 
3.3  航海类院校应采取的对策 

第一，航海类院校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致力于

高素质高质量的航运人才培养。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应及时更新，加强学生对海事的认识理解，

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外语水平、实操能力，满足航运市场不

断发展的需求。第二，随着智能船舶的兴起，“海上丝绸之路”的

建设和“航运强国”的建设，我国对高级航运人才的需求必将与日

俱增，培养高质量的“复合型”航海人才势在必行。建议在航海类

专业二年级，进行分级、分模块培养。可在原有专业课的基础上，

增加分类模块的专业课程或分类模块的专业课程选修课。第三，作

为辅导员的我们要积极引导学生尽早制定职业规划。加强学生对海

员职业的认可，树立起热爱专业，献身专业的信念。在主要引导航

海事业的前提下，适当鼓励多元化就业渠道，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等

活动走访航运企业，使学生更深层次地了解就业需求以及企业对员

工素养的需要，全方面认识自己，找差距，补不足，从而提升学生

综合素质能力，培养适应市场的高素质人才。 
“海运强国”的策略需要社会、政府和高校的共同努力，使更

多的航运人才投身于航海事业之中，推动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作为

新时代的社会中坚力量，我们更要努力奋斗，为国家未来发展贡献

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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