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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高铁维修标准的制定以及人才培养的措施
靳玉喜　钞俊荣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161002

摘　要：为制定高铁维修技能培训体系，研究了在维修与高速铁路生产一体化的背景下，铁路公司对人才的需求和具有铁路

特色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现状。结果表明：“多专业、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更符合铁路企业当前的发展需求；发展先进技术

和合格铁路，要以企业需要为重点；铁路专业应以“浅理论、强应用、重技能、重实战”为教学指导原则，重建训练与学习

体系；高速铁路基础设施综合养护教材的研制；院系整合，促进教师跨学科融合；创建校内外综合维修培训场所；引入企业

标准，分阶段、分类别、分等级建立等级认证制度，是应对高铁人才培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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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工业能源供应领域综合维修生产管理模式的建立，

对铁路基础设施运维技术人员的需求和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将“产业实力”的整合发展引入铁路职业培训人才培养

体系，认识到“产业建设专业需求，打造专业工程新结构”，

创新发展铁路高职院校的专业素质和优势，已成为铁路高职

院校人才培养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铁路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一）高铁人才的现状

我们坚持“资源集中、协调利用”的模式，旨在大幅度

提高员工和设备的整体效率，提高资源的整体利用率。

现有高速综合服务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全部是原公共工程、

电力人员，整个团队都很活跃。各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技能

单一，其他专业技能的掌握不够，相关专业管理原则的学习

不到位，应急救援不足，工作人员意识有待加强，现场应急

能力有待提高。

（二）对具备全面高铁维修技能的人才的需求

高铁综合运营生产“七合一”一体化管理平台的建设，

要求工务部门在综合规划、平衡、综合、编制综合维修计划

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工作区域共同完善实施制度，对站位、

轨道周长、标准轨道线、光缆、侧界等专业对接部门实施联

合检查、联合诊断、联合运行、联合验收，完善联合应急恢

复计划，加强联合危机管理能力、专业生产组织要求、现场

检查、技术管理和公职人员紧急伤残。

为了实现各学科从形式到精神的深度融合，“三位一体”

的工业和高速电气化轨道必须培养一系列专业的、综合性的

“公共工程 +”综合技术专业知识，具备全面扎实的车间管

理力量，建立综合车间培训基地，完善工作区域综合培训设

备，组织员工各学科学习，推进“多技能专业”提升整体保

留能力。

二、高铁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研究

（一）高速铁路技术概述

高铁技术是为了满足国内高铁建设、运行和维护的实际

需要而设计的。它属于运输分类。主要吸引高素质的技术人

才，面向轨道交通行业，能从事高铁运营的施工、维护、检

测和管理。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等铁路院校在 2009 年左右开设了该学科。经过近十年

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全国各专业培训铁路均已开通。

（二）高速铁路专用技术人才培养体系现状

目前人才培养方案主要遵循轨道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方

案。在专业技能和技术技能方面，只提高了与高铁相关的平

台、桥梁、隧道、轨道等专业知识，没有涵盖综合综合维修

所需的轨道功率、轨道信号等基础专业知识。在高铁生产全

面维修一体化的背景下，人才不满足“一专多技”结合技能

与“工电”一体化发展的培养需求。

在高铁技术专业建设之初，教师是现有的铁路技术培训

人员。他们没有完全掌握高铁维护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

料和新方法，涉及高铁的工作经验教学资源严重短缺。高等

院校的比例继续上升。受多种因素制约，师资严重短缺，教

育任务繁重，知识和实践技能来不及更新，各专业分别对待，

没有有效沟通，现有师资整合困难，因此，很难形成有效的

“一专多技”复合型人才联合培养力量。

目前，高铁专业技术教材主要来自三个主要渠道：相关

教材的压缩、铁路公司职工在职培训指导和自编臂章。不同

教材的层次、理论和实践重点不同，高铁新理论、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规范、标准和程序的统一性不足。

没有 3D、数字化、标准化、专业化的全维护“三位一体”

教材。

近年来，具有铁路特色的高校在校园实训设施建设方面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建成了铁路轨道、电子电力、机车仿真

等高速实训设施，但规模不大。工业、电力、电力规格另行

制定。结构体系单一，衔接不到位，缺乏系统性，无法满足

“电气行业”一体化场景下的综合培训需求。规范的管理、合

理的布局、优良的功能和现代铁路的特点。受铁路公司经营

特点的限制，各具有铁路性质的高校虽然与铁路公司有交流

合作，但合作的范围和深度还不够。在“2 + 1”或“2.5 + 
0.5”学年，联合人才的专业培养参与率不高，高校没有充分

利用实践

三、在高铁维修与生产中应对技术人才培养的措施

企业是人才需求的主体，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随着

高铁综合维修与生产一体化时代的变革，了解行业需求、职

业建设、技术发展与改革内容、学生兴趣与方法、内外部资

源等，已成为铁路院校工科新课程建设的共同路线图。

（一）根据需求重新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培训计划确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培训内容和教学方法

是人才培养过程质量控制的基础。应密切关注企业需求，及

时构建“公用工程 + 电力 +”的主要模式，以“瓦论、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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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重技能、实战”为教学思路，密切关注企业需求，重建

教学体系。从轨道结构、轨道动力、轨道信号等多个维度的

专业基础上，消除水道，打造黄金水道，培养“公共工程 +”
复合型人才。

（二）部门整合，促进专业整合

由于目前高校师资力量薄弱，各专业分开对待，缺乏有

效沟通，铁路集团、铁路工程部万方数据部、铁路供电部

“工电”一体化改革的经验，109 号信号二期等：高铁列车全

面维修、生产的综合人才需求和培训纳入“铁路工业与电力”

部门。协调培训资源，跟随生产实际的企业，共同探索专业

连接点，如轨道设备检查、设备状况分析和应急废物处理等，

匹配相同频率。一个支持“一门多技能”文化的人，将技能

型人才与“工电”的综合素质结合起来。

（三）教学体系的结构和教材的开发

高职学生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视觉思维。他们喜欢实际工

作而不喜欢理论学习。与本科“重理论、重基础”的课程结

构相比，高等教育“浅理论、强应用”的教学体系要求“倒

序”，即体验学习必须先于教学。通过实践训练升华理论知

识，再通过对“血肉”喷射理论知识的深化来提高实践技能。

基于高铁基础设施设备综合维修生产一体化管理，“验收检测

方案”，创建综合维修培训基地，完善综合培训设备，实现考

勤、轨道电路、标准轨面线、光缆、侧灯等专业公用部门的

联合诊断和联合运行。校内外联合接受培训。

（四）对接校企，引入企业标准

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在“1 + X”证书制度的基础上，引

入企业标准，建立“课程与证书共生”的人才培养机制。根

据复杂维修岗位的特点，分阶段、类别、层次建立分级认证

体系，实现在岗培训与校内理论培训有机、公司间认证相结

合，实现校企合作效益最大化。

四、结语

企业是人才需求的主体，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家园。由于

高铁生产综合养护一体化的现状和对高铁工人专业培训的需

求，以及高铁生产综合养护一体化时代的变化，行业对行业

需求达成了共识，规模化建设、技术开发与改革的内容、改

变学生兴趣的方法、创造国内外资金来源的条件。高速铁路

高技能技术工人的培训要以企业需求为重点，加快“工、电”

一体化发展，重建以“理论浅薄、应用扎实、重技能、实战”

为教学理念的培训方案和学习体系。整体学校资源规划、院

系整合、促进教师跨学科整合，为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提供

有力支撑。针对职业教育“理论浅、应用强”、教育体系“倒

序”结构、高铁基础设施综合教材建设的特点，以及建立在

校内外综合培训场所的维护，是人才素质的有力保证。引入

企业标准，分阶段、类别、等级建立一级证书认证体系，而

实施绿色、互认的企业在职培训和学校理论培训相结合，都

是实现校企合作效益最大化的相关要点。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GZB1320164《高

铁综合维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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