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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下内河航运人才培育方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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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交通强国建设的有序推进以及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内河航运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船员作为航运

主体，其综合素质、适任能力直接关系着我国航运业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由于内河船员年龄、来源及知识结构层次都

存在一定不足。因此本文主要就我国内河船员的素质教育展开论述，从而为内河人才的教育培养模式提供一定的借鉴与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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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内河水运体系。内

河水运货运量从 1978 年的不足 1.5 亿吨增长到 2018 年

的 37.4 亿吨，是欧盟或美国的 6 倍 [1]。 2021 年 2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2]，从 2021 到 2035 年，我国将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

支撑。内河航运作为现代化综合运输建设网络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在发展现代高质量规模经济起着举足重轻

的作用。该规划中明确提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以铁

路为主干，公路为基础，水运、民航比较优势充分发挥；

到 2035 年，高等级航道完成 2.5 万公里左右，沿海主

要港口 27 个，内河主要港口 36 个，形成完善的国家立

体交通网 [3]。2020 年交通运输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有序推动航运业的复工

复产，提升船员服务能力，加强高素质船员队伍建设，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持续提升船员职业技能和综合

素质，推动航运公司发挥船员培养主体责任 [3]。船员作

为航运主体，其综合素质、适任能力直接关系着我国航

运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内河船员队伍的素质直接关

系着我国内河航运建设。

舶顺利靠妥。航道的关键点是口门处，如果海冰影响船

舶口门航行，拖轮应在口门附近值守，冰情严重还需破

冰。为防止航道内形成大面积冰区，必须派破冰力量不

断“搅和”。

（3）提高船员防抗海冰的能力。冰情处置专班牵

头做好本港拖轮、引航员、港调等船员（人员）防抗海

冰能力的培训，组织演练，提高抗击海冰的能力以及应

急处置能力。

（4）重点区域守护协助。船舶航至航道口门处受

流和冰的影响最大，拖轮在口门处值守，航至此段船舶

如需协助，及时施以“援手”，协助航行困难的船舶顺

利通过口门处。

（5）实施科学的编队进港模式。黄骅港两条航道

是单向航道（煤炭港区是有条件的双向通航），多艘船

舶组队进港或出港时需要编队。冰期需要“按照大船在

前、主机功率大在前、破冰能力强在前、船况好在前的”

原则编队，中间科学穿插排布小船。小船在大船后航行

时间距要小；大船在小船后航行时间距适当增大。冰区

航行谨慎驾驶，务必注意前船的速度变化，防止“追尾”。

（6）防止船舶因冰产生主机故障。冰对船舶主机

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冷却系统。进出黄骅港船舶冰期应

使用内循环。没有内循环系统的船舶应改为低位海底阀。

（7）保持适当吃水差。冰期空船压载进出港时必

须提高破冰抗冰能力，保持适当吃水差，提高了破冰能

力。适当的吃水差能将螺旋桨淹没在水面以下，既能保

护螺旋桨和舵，又能提高螺旋桨的推进效率，增强抗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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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阶段内河航运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入，以及中部崛起、西部

开发战略的实施，产业大范围向中西部转移。内河水运

兼具环保、廉价优势，国家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强。2011

年 1 月份，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意

见，标志着内河水运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随着长

江经济带、西江经济带等新一轮沿江开发开放战略的实

施，推动内河水运发展进入新的重要机遇期。根据《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4]，“十四五”

期间，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将从“基本建成”迈向“全面

建成”的历史新阶段，上海将大力推进内河运输船舶现

代化，包括船舶标准化和大型化。有序推进黄浦江轮渡、

游览船和公务船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鼓励老旧内河

船舶淘汰更新 . 支持高校提升航运相关学科专业水平，

加强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 . 完善航运技能人才培训

体系，据水运“十四五”发展规划研究可知 [5]，“十四五”

期间水路运输呈现高基数上的中低速增长态势，年均增

长 1.9% ，长江干线水系为主要增长动力，预计“十四五”

期间运量增长 7 亿吨 ，到 2025 年水路货运量预计达到

124 亿吨，内河水运量为 45 亿吨 ，具体情况如图 1、

图 2 所示：

十四五水运量预测（单位：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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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十四五水运量预测（单位：亿吨）

图 2   十四五水运量增长率预测（单位：%）

由上述图表可以看出，在原有“十三五”基础上，

内河航运依然保持着低速增长，近两年，由于新冠疫情

及外部复杂环境影响，“十四五”期间内河水运量增长

率预测略低于“十三五”期间，但水运综合运输通道、

交通枢纽的功能依旧较为明显，水路运输在我国旅游出

行、区域物资调运、货物运输等方面需求依然保持强

劲。另外，内河水路运输在为我国实施中部崛起及西部

大开发战略及部分产业如冶金、石化、重装等调整优化

方面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在加强国内经济快速

复苏及保障经济安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据最新发布的 2020 年船员发展报告可知 [6]，截至

2020 年底，我国注册船员人数达 1，716，866，同比增

长 3.5，内河注册船员人数达 908，683，新增注册内河

船员 33，850 人，同比增长 3.9%，其中女性 212，491 人。

详情见图 3 。

对于内河船员教育培训方面，2020 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船员队伍发展数据较以往存在一定波动，

内河船员教育培训完成船长和高级船员适任培训人数

27，803， 内 河 船 员 适 任 考 试 55，905 人 次， 签 发 各

类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 77，369 本。同比分别减少

28.1% 和增长 13.4%。详情见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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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内河船员规模（单位：人）
内河船员适任证书签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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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签发数量（本）

由上述数据可知，由于受到疫情不同程度的影响，

内河船员适任证书考试人数较往年有所下降，但签发各

类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依然出现增长，同时注册人数

逐年稳步增长；由此可知我国船员队伍发展步伐稳健，

数量稳定增长，船员整体素质也在稳步提升，客观上需

要持续提升内河船员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我国航运

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供合格的航运人才支撑。

2 内河航运人才教育培育
2.1 内河航运人才结构现状

目前，我国内河船员来源大致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①相关航海类院校航海专业毕业生，②社会人员参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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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船员岗位培训、经相关机构考核合格取得适任证书后

上船任职；③转业人员或其他人员转产、转业成为船员。

另据 2019 年中国船员报告显示，内河持有适任证书的

内河船员平均年龄 45 岁，其中，50~60 岁占比最高，

达到 34.4%，整体年龄结构偏大，详情见图 5 ：

图 5  内河船员年龄分布结构图

由上图可知，我国现阶段内河船员年龄结构老化，

存在青黄不接现象；学历方面内河船员整体层次偏低，

1 ～ 3 类从事船舶上服务船员中，大专及占比 3％，中

专占比 11％，高中占比 18％，初中占比 52％，小学占

比 14％，文盲（无文化）占 2 比％。船员队伍学历偏低，

综合素质较差，现在内河船舶采用高科技应用越来越多，

自动化、无人机舱、新能源等新技术等先进技术的采用

更对船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一线主要岗位航海类人才，

无论在数量还是人才规格上都面临更大挑战，高素质技

能人才培养压力与日俱增。

2.2 新形势下内河航运人才培育模式

对于航海类院校而言，招生及专业教学都存在一定

的困境，如：学生家长或由于对航海类专业缺乏了解，

或在认知上存在误区，不愿小孩从事此类艰苦行业，造

成招生人数不足，不得不降低招生要求。在教学上，职

业类院校学生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文化基础偏弱，主

动学习意识缺乏，航海类专业的轮机、驾驶专业性很强，

对学生素质存在一定要求，造成学生学习存在一定困难，

目前国内大多数内河院校以中职教育或者职后培训教育

为主，船员素质更是难以适应内河航运发展的新要求，

客观上要求采用较为科学、合理的新教育模式，从而适

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五年一贯制教育是一种现代化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它主要以我国现阶段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现实需求为目标，注重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立体化，

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直通车”培养，

大大丰富了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它的整体结构大致如

下：

首先，学生们在前两年期间学习基础理论教育，完

成国家规定的基本素质培养，后三年以船员职业能力培

养为核心，按照岗位要求设置课程，主要突出针对性和

适应性，基本覆盖到航海类专业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和专

业技能，学生完成高职阶段的学习课程和实践任务，经

考核达到规定要求后，可获得航海类专业专科学历证书。

通过五年系统化、专业化学习，学生的理论基础、专业

基础大大增强，学生岗位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实

践操作能力等专业综合素质也大大提升，相对以往中职

职业教育，学生们通过五年一贯制阶段学习教育，不但

缩短了学生学习时间，而且通过中高职课程有效连接，

加强了学生实训课程学习，更高提升学生专业素养，有

利于大国工匠培养，提升了学历。学生在今后毕业就业

时，相比中职学生有着较强的竞争力和职务晋升力，在

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学生由简单操作级别人才向技术类

人才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打通了技能人才培养和成长通

道。针对内河航运类学生来讲，学生五年一贯制毕业后

既可以选择到航运企业就业，保证学生毕业后顺利走向

工作岗位，又可满足部分学生想继续深造的远大理想，

学生在具备必要理论基础上，通过“专转本”等其他渠

道可进入本科等高等院校继续深造，实现自己的人生目

标。

3 结语
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着航运业的快速增长，

产业结构升级，更对人才素质发出了新的挑战。新形势

下构建一种适合航运类专业发展的职业教育模式，不但

提升了航运类人才的质量，而且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

现代化海洋强国的建设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

家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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