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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动力领域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杜敬涛  白明  张迎  丁宇  李彦军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2400） 

摘要：海洋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船舶动力直接影响航行效率、能源消耗及环保水平，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支撑。为此，我国亟需培养高层次创新型船舶动力人才，推动船舶动力技术自主可控。哈尔滨工程大学作为船舶动力领域的
重要人才培养基地，依托多年的科研优势和行业合作，积极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当前，船舶动力领域人才培养面临课程滞后、
实践不足和校企合作薄弱等问题，亟需深化改革和创新。本文提出了加强校企联合培养、以重大科研项目为依托培养顶尖人才、鼓
励国际交流与合作、更新课程体系等改进措施，旨在推动船舶动力领域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为我国海洋经济和国防安全提供强有
力的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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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海洋经济做为当今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沿海国家

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我国目前陆域经济发展
面临瓶颈，资源能源需求和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大，周边海域热
点频发，海洋安全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重点方向和主要现
实威胁，我国在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方面面临着复杂
形势和严峻挑战。发展海洋经济是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1]，从国
家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视角必须向海进军，向海图强。 

船舶动力是船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船舶的航
行效率、能源消耗及环境排放，关系到船舶的安全性、经济性
和环保性。随着全球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船舶动力技术的进
步对提升航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推动绿色海运及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船舶技术的迅速发展，船舶动力系统技
术提升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包括提高能源效率、降低排放、
以及应对新技术的快速变革。因此，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在
船舶动力这一领域显得尤为重要。 

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重大需求为使
命，在船舶动力领域经过多年发展，已培养出一支由国内顶尖
专家和具有国际视野的中青年教师组成的高素质导师队伍。这
支队伍不仅是国内高校中规模最大、研究力量最为雄厚的船舶
动力专业团队，而且在国家海军装备建设、节能减排政策实施
和经济转型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服务国
家海洋强国战略，迫切需要围绕船舶动力行业关键技术的自主
可控，探索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理念、新模式，为我国
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推动船舶动力行业的快速
发展，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创新人才。 

二、船舶动力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现实状况与存在的问
题 

1.人才培养现状 
培养体系逐步完善。研究生教育是研究型高校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在培养创新人才、服务地方经济、推进科技强国战略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在我国，船舶动力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正
在逐步健全，许多高校开设了相关或相近的本科与研究生专业，
例如：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动力工程、轮机工程、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物理等本研专业。一些重点高校及科研院所甚至设有
专门的船舶动力相关的科研机构。 

产学研结合培养模式发展迅速。船舶动力领域的人才培养，
尤其是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与船舶行业的发展和需求密切相关。
校企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已经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与模式。这种培养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学术教育过于偏重理论知
识传授的局限，让学生能够参与到行业企业的具体科研项目和
技术研发中。站在学生的角度，他们提升能力的同时也学到了
企业的经验；站在企业的角度，引入高校的研究力量解决企业

的技术瓶颈，并且为企业未来的人才引进提供了机遇；站在学
校的角度，通过校企合作了解了行业企业的技术需求和人才需
求，能够更好、更准的把握科技需求方向，及时调整人才培养
方案。 

科技发展推动人才培养。随着绿色船舶技术、智能船舶技
术、新能源船舶技术的出现与发展，船舶动力领域对人才培养
的需求也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促进了船舶动力领域相关专业课
程的调整完善与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也促进了相关学科的交
叉培养与新兴交叉学科的设立。 

2.目前存在的问题 
人才培养体系与行业企业需求脱节。在船舶动力领域，人

才培养偏重于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对行业前沿技术和最新技
术的应用关注不足，培养的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需要较长时
间的企业再培训才能适应企业的岗位需求。主要表现就是课程
设置滞后，课程内容陈旧、知识更新跟不上新兴科技的发展；
实践环节相对不足，学生重理论轻实践，学生工作后缺少解决
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夸学科培养不足。目前船舶动力领域人才培养的专业局限
性明显，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有限。例如，船舶动力技术
发展到今天，在船舶动力系统设计、动力系统故障诊断等复杂
的工程设计和工程问题方面，需要用到流体力学、热力学、控
制理论、机械工程、材料科学等众多专业知识，涉及到多学科
的知识交叉，而目前人才培养体系的知识结构很难满足夸学科
人才培养的需求。 

行业与高校合作不足。行业和高校对人才培养是相辅相成，
相互影响的关系。高校培养人才是服务于行业企业发展需求的，
而行业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高校人才培养的目
标和标准。目前，在船舶动力领域，行业企业和高校之间的联
系和合作较为松散，企业未能为高校培养人才提供足够的支持
和资源，而高校的研究成果和创新也未能及时转化为行业的实
际技术应用。 

三、船舶动力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改进探索 
1. 大力推行“产学研”结合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 
在国家招生政策的引导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比例逐年提

高，面对研究生招生结构的变化趋势，必须探索新的研究生培
养模式，以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学校在原有研究
生招生模式的基础上，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好的满足行业
企业的人才需求，积极拓展招生资源，不断优化招生结构，对
一部分专业学位型研究生试点推行专项、专班招生模式，利用
企业课题培养行业人才。在硕士研究生层面，依托龙江工程师
学院（黑龙江省教育厅主办，学校牵头承办，哈工大等 13 所理
工科高校，中国一重、哈电集团等 38 家装备制造业企业和院所
协办，并同时成立高端智能装备产教融合育人联盟），采取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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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招生模式，通过产教融合组织管理形式，汇集优势产业、行
业、教育和人才资源，实现“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引领高
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和应用型未来领军人才培养，依托校企重
大科研平台、产教融合联合培养基地、校企联合共建基础实验
室等平台，围绕企业重大科技工程、重点科研项目进行专班化
招生，首批招收了“中船七 O 三所”专项班、“哈电集团”专
项班和“电子科技集团四十九所”专项班。在博士研究生层面，
针对行业企业的高层次创新应用型工程领军人才需求和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服务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办学宗旨，学校推行
专项化招生模式，与中船集团、哈电集团等一批相关领域内企
业集团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实行专项招生、校企联合培养的模
式，学生来自企业、扎根企业、服务企业，以企业重大重点项
目为依托、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实际解决企业重大工程问题。
此外，还有依托国家有关部委进行的工程硕博士改革专项，该
专项由国家部委牵头组织，由重点高校和行业内重点央国企具
体实施，重点培养国家急需的政治可靠、自主可控、具有解决
行业科技前沿“卡脖子”技术难题能力的高端工程领军人才。 

2023 年学校获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后，以校企合作项目
为纽带、全面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对非专
项专班招生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全面、深入建立以校企合作项
目为纽带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选择一批行业内知名度较高的
企业或研究所，校企双方依托合作的科研项目提出招生需求，
学校依据项目性质和来源等情况审批分配招生名额，企业选派
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的资深工程技术专家申报企业导师资格，
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研究生培养工作。为保证培养质量，合作
的科研、工程项目一般应是重大科技工程、重点科研项目，校
企双方的科研平台和实验场所、设施均可提供给学生培养使用。
与专项专班招生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相比，由于学生
参与的不是企业的独有项目，是校企合作项目，所以学生可以
根据项目科研需求自主决定在企时间，学生在企在校的灵活性
更大一些，该模式也是目前最受师生和企业欢迎的一种联合培
养模式。 

2. 以重大重点科技项目为牵引、培养行业未来顶尖精英人
才 

为了有力维护和保卫我国的海洋利益，我国需要建设强大
的海军，舰船动力作为远洋船舶和海军舰船的心脏，是海洋强
国建设的重要支撑装备，其关键核心技术必须要牢牢掌握在我
们中国人自己手中，实现技术和人才的自主可控，才能不受制
于人。然而，由于多年来我国舰船动力领域实行专利许可证生
产，在自主设计和关键技术方面与国外先进技术尚有较大差距。
因此，我们必须在理论研究和“卡脖子”关键技术方面有所突
破，我们在学术型研究生（含少部分专业学位研究生）养方面，
面向国防建设实际需求，以“减震降噪专项”、“两机专项”等
国家船舶动力领域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和面向国家双碳战略需求
的新型替代燃料发动机技术项目等为依托，在“实干中”培养
船舶动力行业未来的顶尖精英人才，真正做到利用前沿科研项
目带动学生的知识和技术迅速成长，利用项目树立学生励志报
国的情怀和意志，为国家培养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
破的生力军。 

3.鼓励国际交流并加强政策导向 
鼓励学生和教师参与国际交流是提升船舶动力领域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船舶动力领
域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加强领域内的国际交流有利于学习国
际上的先进人才培养理念和教学经验，也有利于我们的教师和
学生及时、准确的了解掌握国际船舶动力技术发展的前沿动态

和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学校每年会通过一些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派出学生到国外船舶动力领域的强校去交流学习，例如：与英
国利兹大学合作的“船舶动力工程领域-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
养项目”，与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合作的“船舶低碳动力-
创新型人才中俄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等长期合作项目。除此之
外，每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学校（自筹资金）还会资助一些学
生去国外领域内的著名高校交流访学。学校和学院还通过各种
政策导向，鼓励学生参加短期的国际交流活动，例如参加领域
内知名度较高的高水平国际会议等。 

4.加快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更新换代 
加快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更新换代对于船舶动力领域的

人才培养至关重要。船舶动力领域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行
业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已经不能满
足行业目前和未来的发展需求。学校结合行业特色、企业需求
按照招生专项制定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人才培养方案，分别有
针对性的服务于不同的行业企业。例如:依托龙江工程师学院的
“龙江智能制造”专项培养方案是服务于龙江高端智能装备产
教融合育人联盟理事单位的人才需求的，“中船智海”专项培养
方案是服务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人才需求的。还有依托国
家部委进行的工程硕博士改革专项的“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
领域”和“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专项培养方案等。 

课程建设是推动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3]。在课程设置和教学
内容方面，学校大力发展校企共建课程、实践与经验传承类课
程、学科前沿课程、跨学科课程等能够满足行业企业对人才培
养当前需求的课程，并鼓励和推动“科研反补教学”，引导教师
将科研技术成果写进教案、写进教材。同时大力邀请“科研大
师”和“行业企业专家”进课堂和讲坛，为学生讲授学科前沿
知识和技术，开阔学生视野。 

四、结论与展望 
船舶动力领域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机遇与挑战并存。随

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海洋经济的繁荣，以及我国海洋强国战略
的实施，船舶动力产业必将成为国家海洋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
的重要支撑。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行业需求，推动
船舶动力领域的创新发展，必须深化人才培养改革，促进产学
研深度融合，培养自主可控的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展望未来，船舶动力领域的人才培养必须紧跟全球科技发
展步伐，提升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更
新课程体系，推动学科交叉培养与产研结合，进一步提升人才
培养的质量与竞争力。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强高校与行
业合作，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与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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