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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工艺美术产业发展对莆田学院人才培养的作用探讨 
◆陈  婷

（东南大学  351100） 

摘要：莆田是我国著名的木雕之城、古典工艺家具之都、中国银饰之乡，

形成了以木雕工艺、古典家具、金银珠宝为代表的成熟的工艺美术产业。

为继承与发展莆田传统的工艺美术产业，政府和企业都非常重视青年人

才的培养。莆田学院作为莆田市唯一的高等院校，承担着培养优秀工艺

美术人才的重任。企业和学院要深化合作，通过采用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等一系列人才培育措施，推动莆田工艺美术人才建设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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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莆田工艺美术产业发展概况 
莆田市隶属于福建省，是久负盛名的历史古城。莆田是妈祖

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文化底蕴优厚，盛名海内外。优良的文化底
蕴为莆田工艺美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莆田逐渐形成为了
以木雕工艺、古典家具、金银珠宝为代表的成熟的工艺美术产业。 

莆田被称为中国的木雕之城，木雕历史发展悠久。从唐代开
始，莆田的“精微透雕”技术就闻名于全国。经过漫长的历史发
展，莆田木雕已成为莆田市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蜚声世界；莆
田被称为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莆田的古典家具也同样颇负盛
名，其与木雕工艺的巧妙结合，将中国古典的建筑风格发挥得淋
漓尽致；莆田被称为中国银饰之乡，金银珠宝历史发展悠久。莆
田的珠宝门类多，质量优，继承了传统的金银铸造技术，又善于
融合现代流行元素，将莆田打造成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
地。 

为了使莆田的工艺美术产业更加蓬勃发展，莆田市委市政府
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推出一系列产业优先发展的促进政策，为产
业园区的建设提供全方位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莆田市委市政府
的大力推动下，莆田的工艺美术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莆田的
工艺美术产品种类众多、品种齐全，形成了木雕、古典工艺家具、
玉雕、宗教雕塑、金银首饰、石雕、油画框业、工艺编织、铜雕、
漆器等十大门类 1000 多个品种的庞大产业链。十三五以来，莆
田市仍将推动工艺美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为目标，力争在企业
数量、从业人数、增长速度、总产值、利润总额等指标方面都领
先全国，努力成为全国著名的工艺美术产业特色区域，成为我国
文化产业发展 活跃的代表城市之一。 

二、莆田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特点 
莆田工艺美术产业在长久的发展中，形成了自我独特的发展

特点，主要可以概况为以下几点： 
1.产业规模大
工艺美术产业是莆田市的传统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和富民产

业，也是莆田的第二大产业。2018 年莆田从事工艺美术产业的
就业人员就已经接近 40 万人，规模各异的生产企业超过 5000 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超过 300 家。为促进工艺美术产业的更好发
展，莆田打造了很多颇具规模的工艺美术园区，其中包括莆田工
艺美术城、屿区上塘首饰珠宝城、莆田油画国际油画城、涵江区
新中式家具双创示范产业园、仙游工艺产业园、荔城区北高镇的
莆田国际珠宝首饰产业园等。莆田形成了完整的生产、加工、
售、货运为一体的完善的产业链，打造了成熟的规模产业。 

2.产业品种齐全
莆田工艺美术产品 早以木雕、古典工艺家具闻名于世，从

改革开放以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莆田工艺美术产品发
展迅速，传统的产业品种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工艺美术产品几
乎涵盖了木雕、古典工艺家具、玉雕、金银首饰，宗教雕塑、金
银首饰、石雕、油画框业、工艺编织、铜雕、漆器等所有门类的
工艺美术产品，并形成了产品集聚效应，逐渐出现了木雕、黄石
青石雕、银饰、草竹编等单一产品集聚的产业园区。产品集聚产
业园区的出现，既有助于集聚顾客，开拓消费市场，又有利于完
善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 

3.品牌影响力大
经过多年的发展，莆田的工艺美术产业获得了国内外消费者

和同行的一致赞许，先后获得“中国木雕之城”、“中国古典工艺
家具之都”、“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中国银饰之
都”、“中国银饰城”、“中国仙作红木家具产业基地”、“中国古典
家具收藏文化名城”等 10 块工艺美术“国字号”品牌，形成了
莆田工艺美术产业独一无二的品牌影响力。对于工艺美术产业而
言，品牌就是软实力，打响了品牌，就是赢得市场。莆田工艺美
术产业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为吸引海内外消费者前来购买工艺美
术产品、促进莆田工艺美术产业更好发展积累了优良的品牌资
源。 

4.文化底蕴深厚
莆田工艺美术产品文化底蕴深厚，莆田木雕已被列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福建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莆田是妈
祖文化的发祥地，民众对妈祖的信仰极其深厚，这使得了莆田的
工艺美术产品融入了很多妈祖文化，对妈祖的信仰也通过雕刻、
绘画等各种手段呈现出来。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莆田工艺美术产
品妈祖民俗气息十分浓厚，极具民族特色，从而显得更加珍贵。 

三、莆田工艺美术产业发展对莆田学院人才培养的影响 
莆田学院是莆田市唯一的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大学，成立于

2002 年，由福建省政府领导和管理，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主
的办学体制。莆田学院于 2010 年开设了工艺美术专业，主修方
向分为木雕、玉石雕和家具设计等。工艺美术专业现属于莆田学
院是重点发展专业，教学设施逐步完善，产教融合做得很好，为
莆田工艺美术产业培养理论与实践俱优的复合型人才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莆田工艺美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对莆田学院工艺美术人才培
养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业前景良好，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莆田工艺美术产业品种齐全，品牌影响力大，形成了成熟的

产业链。随着莆田工艺美术产业品牌的不断壮大，莆田工艺美术
产业从业者不仅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也能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
丰厚的回报。莆田工艺美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年轻人
投身于工艺美术产业。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崇尚技艺传承与发展
的莆田工艺美术，急需大量年轻人才的加入。莆田学院自 2010
年开设了工艺美术专业以来，每年都为社会输送近百名年轻的工
艺美术从业者，而且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 

莆田成熟的工艺美术产业为莆田学院毕业学生提高了众多
的就业岗位，良好的产业前景也吸引着更多的年轻学子积极投身
于工艺美术产业。在莆田浓厚的工艺美术文化的熏陶下，学生们
既深刻感悟到工艺美术的文化魅力，又充分认识继承与发展传统
工艺美术的重要性。学生们学习工艺美术知识的热情更加高涨，
投身于工艺美术产业的决心更加坚定，必将涌现出更多的工美大
师和工美人才。 

2.工艺技术成熟，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水平
莆田工艺美术产品种类丰富，木雕、古典工艺家具、玉雕、

石雕、银器等产品技术纯熟，为莆田学院学生学习传统的工艺美
术技艺提高了良好的教育素材。莆田学院工艺美术专业学生学
习，既要学习工艺美术的理论、文化知识，又要注重社会实践的
锻炼。莆田高度发达的工艺美术产业，集聚了众多的工艺美术产
业园，为学生们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场所。学生们在实践基
地能接触 为先进的工艺美术技艺，能被工艺美术大师精湛的技
艺深深折服，能体会工艺美术在艺术风格、创作技术方面的变化
与革新，能进一步体会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 终
将其创新应用于艺术设计实践当中，从而满足现代人们的日常生
活需要。 

3.讲究技艺传承，有利于培养青年人才
莆田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 为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传统的工
艺美术技艺要传承，离不开生机勃勃的年青人；传统的工艺美术
技艺要发展，也离不开掌握着丰富的科学文化、有着敏锐市场判
断力的年青人。莆田工艺产业不断壮大，需要更多的后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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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靠“师带徒”培养人才是不够的，需要探讨广阔的渠道来培
养年青人才。以莆田学院工艺美术专业为代表高等院校的对口专
业，是培养工艺美术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效学生美术理论功底深
厚，创新意识强，能更好、更快的学习、掌握传统技艺，并且能
不断创新，不断提升工艺美术行业的整体品质和创作水平。 

四、发挥工艺美术产业对莆田学院人才培养作用的建议 
工艺美术产业对莆田学院人才培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工

艺美术产业既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
又为培养青年人才开拓了广阔的渠道。进一步发挥工艺美术产业
对莆田学院人才培养作用，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深化校企合作，探索多渠道人才培养机制
莆田工艺美术产业技艺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培养青年人才。

莆田早期工艺产业发展模式大都是家族式的，一直沿袭“师带徒”
传统的技艺传承模式。随着莆田工艺美术的不断发展壮大，传统
的“师带徒”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工艺美术产
业人才的培养需要借助高等院校优良的教育资源来实现。莆田市
政府要积极鼓励莆田规模以上的工艺美术企业，进一步深化开展
校企合作。工艺美术企业通过与学校和在校学生签订合作协议，
学生前三年在学校学习专业知识，完成毕业学分；第四年在企业
实习，接受企业培训，并在企业导师和校内导师共同指导下完成
毕业论文。表现优秀的学生，在企业实习阶段，就可以提前与企
业签订三方协议，提前实现就业。 

2.注重产教融合，提高学生社会实践水平
莆田学院工艺美术专业学生的培养，要打传统的在校理论教

育模式，要注重推行理论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莆田学
院要鼓励学生走出去，多去企业、产业园调研、学习，积极参加
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中检验所学知识，发现自身不足，开拓自
己的视野，增加对工艺美术行业有更深刻的了解。也可以通过举
办职业技能竞赛、技术等级评定等活动，发掘和培育工美人才，
特别是 紧缺的研发设计、文化创意、市场营 等人才。

3.推行双师教学，培养复合型工艺美术人才

莆田工艺美术产业和莆田学院要共同探讨工艺美术产业人
才培养机制，积极推行双师教学制度。所谓双师教学制度，是将
学生的课程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部分由大学老师来教
授，为学生打下理论基础；实践部分由企业工艺美术大师来教授，
现场传授技艺，将 新的工艺技术、艺术风格、产品卖点与学生
进行沟通与交流，让学生对工艺美术专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培
养出复合型工艺美术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五、结论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莆田工艺美术产业的扩张、壮大离不开

高素质的青年人才。企业与高校要进一步深化合作，积极探索多
渠道人才培养方式，通过产教融合、双师教学等措施，提高青年
学生的专业水平，为莆田工艺美术产业培养一批既懂理论又懂技
术、既能传承技艺又能不断推陈出新的复合型工艺美术人才而不
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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