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72024 年第 6 卷第 02 期

新质生产力导向下的航空产业“产业链 - 教育链 - 人才链”
协同发展研究——以镇江市为例

王亚琼　侯振华　陆　鹏　吴　伟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镇江 212134）

摘要：随着新质生产力成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各地将结合本地产业基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本文以镇江市航空产业为例，

首先分析了本地区航空产业发展现状；其次重点分析了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的协同机理，将政府、行业 /企业、

学校作为实施主体，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分为“萌芽-升级-跃进”三个阶段；最后，提出了镇江市航空产业“三链融合”的具体实践路径，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面向镇江市航空产业布局，重构航空院校专业集群，二是面向镇江市产业集群，重塑教学软硬件资源。

三是面向航空产业集群，重塑教学及评价方式，四是面向国家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政、行、校、企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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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4 年３月５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大力推进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首项任务，在此

后的相关政策文件中也多次提及新质生产力，明确其在推动产业

升级、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

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这既为各地

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广阔空间，也要求各地从实际

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培育

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的新质生产力。在此背景下，作为

镇江市支柱性产业之一的航空产业脱颖而出，一方面对接国家新

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响应了江苏省政府《江苏省航空航

天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3 － 2025 年）》文件要求。

随着产业的持续演进，地区教育体系应当灵活调整其人才培

养战略，旨在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的成长需求，确保教育培养

链与区域产业链形成协同共进的态势。高等职业教育通过构建“政

府—行业—企业—学校”的四方合作机制，并紧密结合“生产—

学习—研究—应用”的四个环节，实现了课堂教学与企业实践、

科学探索的深度整合。这一模式不仅强化了学生的专业技能与职

业素养，还显著提升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同时，此过程也激发

了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促进了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为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注入了新活力。本文主要以镇江市航空业“产业链 -

教育链 - 人才链”三位一体协同发展为主要研究内容，对镇江市

航空产业、同类城市航空产业发展提出建设性对策及建议。

二、镇江市航空产业发展现状剖析

事实上，从 2008 年开始，镇江市就率先在江苏省将航空产业

作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下，

在镇江市“四群八链”的产业布局当中，航空产业已成为镇江产

业发展的一张名片。2015 年 12 月，工信部公示第七批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单，镇江市创成国家级航空产业示范基地，

成为本批 34 家单位中唯一的航空产业基地。同时也是江苏省首个

国家级航空产业示范基地。截至目前，镇江市航空产业已经形成

了以 C919 配套项目为抓手，围绕关键零部件和航空新材料两大核

心产业，构建了航空百亿级产业集群。镇江重点发展关键零部件

和航空新材料两大优势领域，在航空复合材料结构件、航空高性

能合金结构件等领域处于国内先进地位，集聚了江苏恒神股份、

大力神铝业、江苏图南合金、航天海鹰、航发优材等龙头企业。

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具备一定的通用飞机总装、飞机零部件制造、

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电子方舱等制造能力，拥有航天海鹰、

菲舍尔航空、美龙航空等企业，产品和技术涵盖大飞机机体、机翼、

副翼、垂尾、客舱设备及内饰件等。截至目前，全市超 200 项技

术创新成果填补国内空白，涌现全国“唯一、第一”产品 41 个。

承担国家大飞机专项、973 计划、国防基础科研、省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等 20 多项。超 30 家企业参与 C919、运 20、ARJ21 等国家

重大工程的研制配套，其中 11 家企业跻身中国商飞 C919 协作配

套供应商行列。成立江苏省航空材料和部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组建了全国唯一的由王礼恒院士领衔 16 位院士和专家组成的

“航空航天产业院士和专家顾问组”。建成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培养飞行器制造、机电设备维修、航空电子电气、无人机应用、

航空服务等高技能专业人才。航空航天产业集中布局在镇江航空

航天产业园（以通用航空全产业链为特色）、丹阳航空航天产业

园（以军民融合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高性能合金及制品等为

特色）、句容航空航天产业园（以蝙蝠飞机为核心）、京口航空

航天产业园（以空天信息技术应用和高性能铝合金材料为特色）4

个园区。其中镇江航空航天产业园是全省唯一的航空航天特色产

业省市联动发展试点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专利申请达

456 件。先后获评国家级航空产业（零部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中国航空运动飞行营地 2 个国家级品牌，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优秀科技园区、江苏省航空特色产业集群等省级品牌。

2008 年以来，政府持续出台航空赛道相关政策，将航空作为

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在航空航

天领域打造“镇江”品牌。2021 年出台《镇江市“十四五”航空

航天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围绕关键零部件和航空新材料两大核

心产业，打造通航运营服务与航空教育产业两大特色产业板块，

形成研发、制造、运营服务、人才培育于一体的航空航天全产业链。

此外，建成并开通运营华东地区排名前列 A 类通用机场（大路通

用机场），提供培训、服务、维修等通航服务，驻场企业达到 12 家、

飞机超过 30 架。 

但是，相比于全国来看，镇江市由于航空产业起步较晚，又

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航

空产业人才普遍匮乏，现有的培养能力跟不上发展速度，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镇江市航空院校专业建设与航空企业发

展存在不匹配的问题；二是镇江市航空类高职院校校企协同育人

深度不足、成效不够显著；三是镇江市航空产业集群人才需求和

地方航空院校培养人才之间供需不完全匹配。

三、镇江市航空产业“产业链 - 教育链 - 人才链”协同发展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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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产业链 - 教育链 - 人才链”协同

机理

图 1 展现了在政府、行业 / 企业、学校三方共同发力下，新

质生产力被赋能的协同逻辑。其中，人才链由政府相关部门主控，

人才的发展包含四个阶段，分别是现场工程师、卓越工程师、行

业领军人才和战略人才；产业的发展包含四个阶段，分别是创新

研发阶段、产品孵化阶段、产业转型阶段和产业跃进阶段；教育

的发展以学校为主体，包含四个阶段，分别是科教融汇、创新能力、

人才输出和成果转化。一方面，政府部门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文件，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决策指挥文件，促进产业链和人才链互融互促；

另一方面，产教融合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教育变革的必

然趋势，制定形成有效的产教融合机制能够促进产业需求与人才

培养的有机衔接，是促进本地龙头产业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

图 1 “产业链 - 教育链 - 人才链”协同机理

赋能过程可以分为“萌芽 - 升级 - 跃进”三个阶段。在萌芽

阶段，学校需要做好科教融汇，将科研与教学相融合，做好跨学科、

项目式教学的研发，将企业先进的实际案例引入教育教学过程中，

培养能够更快地适应行业 / 企业发展的现场工程师，企业应该联

合学校做好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升级阶段，学校应

该更多的聚焦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卓越工程师的标准做好

人才输出工作，企业应在前期创新研发的基础上做好新产品的研

发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跃进阶段，各行业领军人才集聚，通过

大量的成果转化促进产业形态跃进变革，创新能力的提升加速了

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人才链和教育链

共同作用，为区域龙头产业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形成良性循环。

（二）镇江市航空产业“产业链 - 教育链 - 人才链”融合发

展路径

探索职教“双高”建设与镇江航空产业经济协同发展的产教

融合新模式，增强产业助力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作用力。具体

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图 2 航空维修专业集群建设逻辑

1. 面向镇江市航空产业布局，重构航空院校专业集群，分析

专业集群建设的系统逻辑，镇江市航空院校（以江苏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为例）专业集群建设要聚焦镇江市航空产业发展走向，适

应产业集群结构，适应就业市场规模，匹配产业集群技术体系。

以航空维修产业为例，具体体现在图 2 当中，在“三链”的共同

作用下，做好航空维修专业集群的人才培养模式顶层设计。

2. 面向镇江市产业集群，重塑教学软硬件资源。将镇江市航

空产业企业师傅真正的引入课堂，丰富教师团队的结构和多样性。

同时，充分利用镇江涉航产业优势硬件资源，将教学场所建成符

合产业发展需求、符合学生岗位技能适应性要求的“以实为主、

虚实结合”的企业真实生产实训场所；打通学校与企业的阻隔，

围绕学生需求组建社会资源，打造培养学生技能的社会课堂，真

正做到教室即车间，企业即学校，社会即课堂。

3. 面向航空产业集群，重塑教学及评价方式。针对专业群的

特点，聚焦典型企业的典型产品开展教学，引入企业真实生产线

和项目；面向产业集群的特殊性，将产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对接评

价标准，真正落实到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弘扬工匠精神、劳模

精神，开发学生评价、毕业生质量评价、毕业生跟踪评价等评价

标准，保证专业群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升航空职业教育办学质量。

4. 面向国家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政、行、校、企合作

模式。针对国家重大专项，围绕其中的技术难点，学校等教育机

构应加大高水平、高匹配度人才的培养力度，政府应加强对原创

性技术研发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增强本地航空产业基础技术能力，

除了人才技能和种类的多样化，还要求成规模、 高素质人才队伍

精准对接到产业链各环节，持续提高专业人才供给规模。随着政、

行、校、企合作模式的变化，人才链与产业链之间要形成吸引完善、

精准供给的作用关系，人才集聚会进一步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

有利于政府进行优势资源二次分配，激活地区发展新活力。

四、结论与展望

“产业链 - 教育链 - 人才链”的融合发展说到底就是政、行、

校、企的协同发展，本文以新质生产力为导向，以镇江市航空产

业为例，深入剖析了“三链”协同机理，提出了具体实践路径。

政府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制定促进产才融合、产教融合的决策机制，

学校和企业之间制定适用于本专业群、产业群的产教融合、科教

融汇相关机制，为职业教育服务航空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助力职

业教育、人才发展促进行业发展，最终实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跃进、

经济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依据。未来，航空产业的发展在现有的装配、

制造、维修的结构基础上应更注重原创性技术创新、针对性个性

化发展、国际化交流学习和可持续发展，为打造区域航空创新技

术高地，助力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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