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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高职“轨道交通通信信号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及 

专业开设措施 
◆郭  虹 1  年  英 2 

（1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010010；2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轨道交通行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亟需大量本专业人才，根据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应该从理论知识、专业技能、职业素质等方面来制订

培养计划，形成完整、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本文对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信号专业岗位培养目标展开讨论，结合对轨道交通对通信信号专业人才

的需求，提出铁道通信信号专业和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业的人才培

养体系。根据现有高校的现状，探讨了铁道通信信号专业和轨道交通通

信信号技术专业在高等职业学院校中的开设情况，提出了专业相关开设

过程中的几点措施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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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工程教育的培养规模超
过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根据相关研究数据表明，
我国目前拥有 210 多万人的工程师，大学生中近 35%的学生选择
就读工科专业，其数量也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据《财富》杂志
公布的 新数据，在美国，达到适应全球化工程师近有 54 万人；
而在中国只有 16 万人，不超过全国工程师总数的 1/10。基于此，
教育部提出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该计划旨为全面提
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向工程教育
强国迈进，切实提高工程师的专业化素质、提升专业化水平。 

轨道交通通信号专业作为现代城市地下空间及地下轨道交
通等领域的重要专业之一，轨道交通通信号专业分为铁道通信信
号和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两个方向，前者主要集中为高铁等铁
路线路服务，后者主要为城市地下轨道交通服务。由于专业领域
的差别，不论铁道通信信号技术，还是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两者从技术和设备等方面已经形成各自的系统，各系统既相互独
立又相互联系，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两者都属于自动化控制
专业领域自动化控制领域在轨道交通信号方面的一项应用技术，
因此，在人才培养上有共同的理论基础。 

1.轨道交通通信号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概述 
1.1 铁道通信信号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从 2003 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进入了蓬勃发展，在新建铁

路线路上较为明显，国家相继提出“三横五纵”的铁路网，另外，
在线路的提速升级、电气化改造和铁路中长期路网规划等方面也
有较大的提升。根据相关数据，截止 2015 年底，我国铁路营业
里程达到 12．1 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超过了 1．9 万公里。
由此，铁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轨道交通行业亟需人才的局面，随
着铁路线路的大量建设和运营历程不断扩大，对轨道交通专业人
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相关院校也对开设
专业进行调整，对铁路招生数量进行扩招。 

铁道通信信号专业以培养从事铁道信号技术设备生产、施工
和维护工作的一线技术人员为主要目的，以车站信号联 设备、
区间信号闭塞设备、列车运行控制系统、铁路调度指挥系统等为
核心专业课，主要培养铁道通信信号专业实用型人才。该专业在
铁路相关院校均有开设，经过近几年该专业的快速发展，在人才
培养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实际经验，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
体系。铁道通信信号专业其课程体主要由通信信号基础、轨道运
输和计算机三个学科方面的课程，专业基础课主要由电路基础、
电子技术、计算机原理与应用组成，核心专业课主要由信号基础、
区间信号、车站信号、工程设计与施工、列车自动运行控制等组

成。 
1.2 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根据有关调研表明，到 2020 年底，我国城市轨道建设里程

将由 2015 年的 3000 公里增加到 7000 公里。随着城市轨道交通
的快速发展，对具有扎实基本功的轨道交通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将是必然的。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业是培养包括城市轨道交
通信号工作原理、技术条件、维护标准等专业技术理论知识和城
市轨道交通信号设备日常养护、故障处理及检维修等实践技能符
合要求的高端型技术人才，人才还必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城市
轨道交通人才需求有区域性特点，因此各高等职业院校城市轨道
交通人才培养主要以区域培养为主。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其课程体系综合了计算机、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三
个学科方面的课程。其专业基础课主要包括:电工电路分析、电
子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等，专业课主要包括: 城市轨道
交通概论、铁路信号基础、车站信号自动控制、列车运行控制系
统、城市轨道交通 ATP 及 ATO 系统、城市轨道交通 ATS 系统等。 

2.轨道交通通信信号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人才规格确定 
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总方向，是开展教学的基本依

据。只有制订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才培养目标才能培养好本专业
人才。人才规格是教学的客观依据,只有重视人才规格才能实现
培养过程的具体化。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
教育是指完成高中阶段教育和中职教育的基础上，开展相关高等
理论知识授课和相关技能培训后符合社会生产、建设、管理的一
种培养模式。通常将人才分为四种类型,即学术型人才、工程型
人才、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结合教职成[2015]6 号文件精
神，高职院校应以增强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为核心，加强思想道
德、人文素养教育和技术技能培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总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 终要求是培养出具有高素
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对专业的人才要求必须从理论知识、专业技
能和职业道德素质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估。为了确定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的具体要求、增强人才培养的效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输出
从一下几方面构成： 

2.1 由城轨运输类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调研 
组织一个专业化的调研团队，调研团队应由城轨运输类专业

指导委员会、行业技术专家、高校教师、企业技术专家等组成，
调研范围应该覆盖全国 34 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轨道交通行业，
可以将全国分为西南、西北、东北、华中、华北、华南、华东共
7 个片区进行分批次调研，调研方法有问卷调查、电话调查、实
地面谈、座谈会、查阅文献等直接与间接调研方式，调研内容包
括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人才发展现状、人才需求状况，抽查本专
业人才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岗位实操能力，大专院校本专业毕业生
就业去向以及跟踪毕业生就业动态等。 

调研完成后由城轨运输类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对
调研成果进行系统分析、归纳、整理，组织课程专家及专任教师
讨论，在结合多方意见的基础上拟订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征求行
业主管部门和相关行业的技术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汇总多轮次意
见后形成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 终方案。 

2.2 审核通过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输出 
在大量的调研后，城轨运输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再次组织相关

专家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审核，只有审核通过后方可对专业
人才的后续培养。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对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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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把专业人才当作培养目标进行输出，
本专业毕业生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较丰富的专业理论知
识，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精神和大国工
匠的精神，具备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能够从事轨道交通信号设
备的安装、维护与管理等工作，以及可以从事轨道专业相关的就
业领域。 

3.轨道交通通信号专业专业开设情况 
从前文来看，轨道交通通信信号专业分为铁道通信信号专业

和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业，从现有情况来看，可以直接分为
两个独立专业单独招生和培养。但从人才培养体系层面来看，铁
道通信信号专业和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专业两者基础课基本
是一致的，大部分专业课也是想通的，仅在个别专业课的设置上
不一样的。从招生层面，完全可以以轨道交通通信信号专业统一
招生，并且在第一年专业基础课的课程上统一授课，在后续专业
课的授课中进行分专业开课，并且在就业实践过程中进行分专业
展开培养。这样实行不仅可以节约师资和实训资源，并且可以
大程度的共享，有利于统一安排，而且还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人特
点进行针对性跟踪培养，根据当地轨道交通事业的要求进行有特
色的培养， 大限度避免专业人才的浪费。 

经过近几年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有效的缓解
了城市交通的压力，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在打造绿色低碳社会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有关专
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近些年来对轨道交通信号的人才提出了更高
的培养要求。从培养规模上看，早些年只有一些少数交通专业特
色的高校开展了对轨道交通信号人才的培养，而这些院校培养的
人才的数量有限，并不能满足城市轨道对于人才数量的需求。 

在此大背景下，很多院校陆续开展了轨道交通信号专业的课
程，为我国培养出了大量的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专业人才，为
轨道事业的发展不断提供新鲜血液，逐步满足对轨道交通通信信
号专业人才的需求。在政府、院校的高度重视下，大量的人资、
物资投入到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专业人才的培养中来，轨道交
通通信信号已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此，在对人才进行培养的
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该专业的
人才能够完全符合社会的要求。 

4.结语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对轨道交通

信号专业的人才需求量较大，这种局面既给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
培养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随着轨道交通
信号专业设备的不断更新升级，对专业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
此只有不断的将计算机、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等学科专业知识有
效结合起来，严格执行人才培养出台的各项政策，重视学生的实
习实践过程，把课本上涵盖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深度融合，重
视轨道交通信号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课程的与时俱进，要从
实际需求层面和学生实际情况层面把握好培养的度，只有这样才
能培养出专业理论知识过硬、符合岗位要求的高端高技能型通信
信号专业人才，为促进轨道交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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