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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航海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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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对航运都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全球物流行业持续受到挑战，运输关系的紧张

持续发酵。航海专业需要具有大量的航海知识，一名优秀的海员所需要掌握的知识量非常庞大，需要具有丰富的航海经

验和强大的心理素质，航海类专业人才需要动手能力水平非常高，通过校企合作可以锻炼学生的工作能力和专业化的水

平。企业应当深化改革，强化校企合作。我国的航运业的实力与规模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同时对航海类专业人才的需

求也非常旺盛，我国着力于打造一批专业化的航海队伍，本文主要研究高校航海类专业校企合作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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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航海业也将进入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航海类专业需要一大批专业的人才，需要对国际法、

海洋法和国际语言的学习，校企合作可以让高校充分了解市场需

求，具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高校航海的专业队实战技能的要求非

常高，对科技的应用水平非常高，所以校企合作是帮助学校更好地

培养学生成为优秀的专业的航海人的良好途径。通过校企合作，学

校可以了解到市场的需求进行有效有针对性的教育培养人才。下面

就目前高校类专业教育的现状，高校航海类专业校企合作重要性和

高校航海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研究策略展开论述。 

1  高校航海类专业教育现状 

1.1  航海类专业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一直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相对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也逐渐重视对职业教育的

培养。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国家的经济要想转型到高质量发展的

阶段，就需要一大批具有高质量水平的大国工匠，职业教育的水平

提高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的高度。一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水平不高

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工人蓝领阶级，工资水平，福利待遇，相对于

白领来说不是很高，同时由于工作辛苦，导致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从

事技能性的工作。然而优秀的工匠可以使得产品的质量得到很大的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得到很大的提高，从而使得产品的价格利润和

市场占有率得到提高，企业的利润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就会反过

来促进工人工资的提升，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进入正反馈的良性循

环。所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国家

越来越重视对职业教育的培养，我国应该打造一批专业化的航海人

员团队。 
1.2  航海类专业教育面临的机遇 

自新冠疫情以来，国际运输需求的大幅增长和供应链的持续紧

张导致了运输行业的供求关系严重不平衡，从而使得航运业的利润

大幅增长，为了应对供应链私行和航运能力不足的挑战，很多航运

公司都增加了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随着全球气候的持续恶化，

各国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也逐渐加强，未来的航海业一定会朝着绿色

节能的方向发展，打造数字化的运输模式是未来航运业的发展方

向，航运业也不再仅靠传统的纯粹的体力劳动，而是具有高附加值

的技术类专业。随着全球智能化的提升，智能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已

经逐渐普及，未来航运业的自动驾驶也会逐步普及，通过对科技的

运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使得。航运的路线

逐渐被优化，绿色节能低碳的航运发展模式逐渐取代高能耗的传统

航运模式，因此航运业的业绩也将会得到大幅的提升。随着经济的

发展，全球企业的规模逐渐强大，各行各业的生产向着集中化的模

式发展，各行业都在实行并购重组使得市场规模越来越大，生产力

越来越高，市场的分工越来越细，对行业的需求就会越来越高，航

运的需求会持续稳定在较高水平。未来航运业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发

展，必然要求一大批具有高技能的人才队伍，同时由于航运业的蓬

勃发展，从事航运业的人员的薪资待遇都会逐步提高。 

2  高校航海类专业校企合作重要性 

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校企合作，很多企业都在进行着校企合

作。学校可以为企业培养大量的专业化人才，节约企业培养人才所

需要的费用，同时企业需要研发的项目放在学校研发，节约企业的

研发成本。学校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可以更加具有针对性地培养人

才，避免与社会的需求脱节。培养合格的专业化人才，提高学生的

就业率，为学生以后进入社会参加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提升专业

化水平，提升工资水平。然而在众多的校企合作模式中，如何选择

一项适合航海类专业校企合作的模式，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

作，同时需要不断地进行研发和改进。航海类专业校企合作的影响

因素有很多，如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影响。因此很多航海类专业过多

重视对证书的获取，从来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企业在实际工

作过程中对能力的要求非常高，在招聘的过程中也注重于学生的能

力是否达标。这样就使得虽然学生拿了一堆证书，但是不符合企业

的招聘标准同样会使得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证书的获

取和能力的培养应该同时进行，不能只拿一纸空文。高校航海的专

业队实战技能的要求非常高，对科技的应用水平非常高，所以校企

合作是帮助学校更好地培养学生成为优秀的专业的航海人的良好

途径。通过校企合作，学校可以了解到市场的需求进行有效有针对

性的教育培养人才。 

3  高校航海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研究策略 

3.1  提高航海类专业学校的教学水平 

学校的硬件能力不足，很多院校都是综合类的院校，设置的专

业有很多种类，而航海类专业只是该学院的众多专业之一，所以分

摊到该学院的资金水平就非常有限，从而限制了该专业的发展。航

海类专业学校应该并购整合，形成具有自己学院发展的模式，将有

效的资源集中到发展一个专业上，使得航海类专业的硬件水平达到

教学要求。加强学校软件的教学水平，提高学校的教育理念，合理

的安排与规划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航海类专业的院校要具有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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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器材，教学软件和教学材料，这些都是一个良好的航海类专

业院校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又何谈培养合格的航海人员。由于很

多航海类专业院校的硬件能力不足，从而使得学生根本学不到专业

的核心技术，企业与学校合作的意愿也逐渐减弱了，所以航海类专

业院校应该加大航海类专业的资金投入，提升学校的专业化水平。

提升航海类专业的师资力量，很多航海类专业的师资力量薄弱，有

些老师根本没有航海经验，很难传授专业化的航海经验给学生，只

是对教材上理论的研究。应该招聘一批具有航海经验的专业化的老

师，对学生进行培养，培养合格的人才，才能使得校企合作更加的

有效。同时学校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多引进一些航海类的企业，与

学校进行校企合作增加学生的就业率，同时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学校应该多了解市场的需求和对人才技能的需求，针对有计划地培

养人才。 
3.2  建设校内培训基地 

学校应该加大对培训基地的建设，提高学校的硬件水平。由于

航海类专业的特点，对学生的技能要求非常高，所以不能只学习理

论知识而忽视对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学校应该加大科研经费的投

入，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应该多接纳一批企业的项目，让学生

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根据学校和企业的特点可以知道，学校最擅长

的就是研究和技术，以及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然而学校最缺乏的就

是资金和对知识产权商业化变现的途径。企业的特点是，企业缺乏

相应的知识产权，缺少相应的投资研发力度，而企业具有资金优势

和产业化优势。所以应该将企业的优势与学校的优势进行联合，形

成资源的互补效应，使得学校研发的技术能够快速地商业化，企业

得到学校的技术也能够实现快速的盈利和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校企合作模式，可以实行股份制度的发展模

式，使得校企合作之间有具体的盈利项目，形成良性的合作循环模

式。同时，学校可以采用订单式的培训模式，订单式的培训模式为

了避免学校招生数量与社会的就业数量不匹配之间的矛盾，校企合

作应该采用订单式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跟计划经济有点类

似，好处是可以避免学校招生数量与社会需求数量不匹配，学校在

招生的过程中，应该根据社会的需求量对招生数量的安排进行合理

的规划。 
3.3  建立校外培训基地 

由当前航海类专业的现状可知很多学校为综合类院校，资金投

入比较分散，所以对航海类专业的资金投入不足。所以学校之间应

该合作建立统一的校外培训基地，使得基地的利用率得到大幅提

升。由于校外培训基地的建设费用非常之高，以及航海类专业所受

到的国际性的法律约束也非常大，所以建设一个专业化的培训基地

难度也非常高，航海类专业的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合作的模式建立校

外培训基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政府之间，

学校与企业之间共同合作，出资建设校外培训基地，校外培训基地

的建设可以使得资源共享。专业化的基地可以让学生在学校里学不

到的知识，在培训基地可以学到，让学生感受到航海的文化，航海

的氛围，在那里充分地学习航海经验，进行更加贴近于实战化的训

练目的，从而达到对课本知识具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通过校企合作

的模式，让学生在专业化的校外培训基地进行训练，通过招聘一些

具有专业化经验的人才对学生进行培训，让学生充分了解航海经验

航海技术，学习更多的航海知识，了解国际航海的形式，对航海过

程中的生活经验，工作经验都得到充分的了解。 
3.4  建立良性循环的校企合作模式 

航海类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招聘一批具有专业化的人才，让企业

得到人才的源源不断的供应。学校的目的是通过企业使得学生得到

更好的教育，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达到学校的教学目的。 

校企合作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只要这个双赢的模式能够持续下

去，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建立良性的校企合作模式，首先需要国

家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保障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权利与义

务，同时保障学生的权利与义务。学校应该积极地开拓与创新教学

发展模式，使得企业更加有意愿地与学校进行合作，学校应该加大

服务力度。学校要加强对科技创新成果的保护，将学校的科技创新

成果通过与企业的合作进行商业化，学校应当加强管理制度的建

设，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可以赢得企业的信赖。学校应该整合社

会资源对学生进行专业化的培养，并且建立科学的合作制度，解决

好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打通校企合作的渠道，一切都应该有制度

的保障护航，才能使得校企合作更加顺利，合作的时间更加长久，

合作的意愿更加强烈。企业应当积极地参与校企合作的工作进程

中，在市场化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下，企业应当加大对学校的投入

力度，以增强企业的盈利水平，企业应当具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只

着眼于眼前的利益来忽视对人才的培养，学校具有的科研力度和知

识产权数量和质量都是企业无法比拟的，企业通过自己的强项与优

势，将学校的知识产权进行商业化，从而增强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综

合竞争力，企业应当重视学校的人才宝库和知识宝库，充分挖掘以

应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 

4  结语 

高校航海类专业校企合作必将成为未来的教学发展模式，通过

法律法规的建立使得学校与企业之间达到双赢的合作目的，应当借

鉴国外成熟的发展经验和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发展符合

自身情况的校企合作模式，通过建立健全完善合理的校企合作机

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社会培育优秀的航海类专业人才。 

 

作者简介：赵斌霞（1988.12—），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

体育。 

基金项目：航海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1] 操江能.高职航海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研究[J].珠江水运，2020（19）：21-22. 

[2] 张荣璇.航海类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校企合作培养模式探析[J].航海教育研究，2019，36（2）：17-19. 

[3] 王威，王慧，肖金峰.校企合作模式下航海类专业学生顶岗实习的权益保障[J].航海教育研究，2018，35（3）：65-68. 

[4] 兰友智.浅析校企合作模式下航海类人才培养[J].商，2016（3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