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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适配性研究
杜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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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工业化是我国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必经之路，而装配式建造、BIM 信息化管理、智慧建造等是其核心载体。基于

此如何提高本地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与装配式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实现人才培养与区域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相适应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适配性

建筑工业化是我国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必经之路，而

装配式建造、BIM 信息化管理、智慧建造等是其核心载体。在此

阶段国家和地方发布一系列政策文件来推动建筑业的转型。在这

样的政策驱动下，装配式建筑项目越来越多，但是企业和市场却

面临着从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到运维装配式建筑专业技术人

才严重缺乏的情况，尤其是区域经济不发达地区。

鉴于此，本文通过了解当前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现状以及人

才培养现状，探究如何提高本地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与装配式产

业发展的适配性，实现人才培养与区域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相适

应。

一、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下人才培养的新需求

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在持续推进，智能建造、智慧建筑的提出

也为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鼓励企业进行工厂化制造、

装配化施工、减少建筑垃圾、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是全国各

级政府目前力推的事情。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最新下发了 2022 年度装配式建筑的目标任务，2022 年度全省

装配式建筑目标为 3210 万㎡，其中武汉市 1600 万㎡，襄阳市 400

万㎡，宜昌市 400 万㎡。以装配式建筑为主导的建筑工业化正在

持续推进。在这种背景下，装配式建筑人才所需比例不断增大，

具体如下：

图一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

三、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下人才培养的滞后性

装配式建筑是传统建筑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良性互动，是建筑

工业化和建筑信息化深度融合的产物。“双碳”背景下，装配式

建筑是未来建筑领域发展的新方向。截至 2020 年全国新增装配

式建筑面积 6.3 亿平，同比增长 50.7%，占新增建筑面积比例约

20.5%，较 2019 年增长 7.1 个百分点。从装配式所对应的市场空

间来看，未来几年是其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反观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的变化，以高职技能人才培养来看，

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显示，2020 年之前大部分高校在专业设置

和课程体系开发上仍然以传统施工产业链为主，培养的大部分建

筑施工相关人员从事的工作领域也以现浇混凝土为主要方向。在

“十四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背景下，职业

教育方向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升级，教育部在 2021 年发布《职业

教育专业目录（2021）》，新目录的发布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新增了装配式建筑相关专业，才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正式

开始培养装配式建筑人才。

图二　装配式市场空间发展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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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职业教育培养人才方向

2021 新增专业 培养人才方向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 装配式建筑现场施工人员

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造技术 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人员

智能建造技术 建筑信息化管理人员、智能建造相关人员

在新专业目录出来之前，装配式建筑项目实施过程中应用的

装配式建筑管理人才主要以传统建筑技术人员转化而来，施工现

场工人大多没有接受系统的专业学习和技能学习，因此存在许多

问题。部分高校虽然开设了装配式建筑方向，但是课程体系和实

践教学较弱，同时也存在许多高校盲目跟风，对发展装配式建筑

的目标不明确，人才培养定位不清的情况。再加上相关的专业师

资严重缺乏，校内外装配式实践基地效果不好，使得装配式建筑

人才的培养变得更加困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虽然目前装配式建筑行业在持续

发展，但是全国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与产业需求目标

是有较大差距的，人才质量的参差不齐也成为制约装配式建筑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现阶段以及未来，装配式建筑相关产业更

为迫切地需要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装配式应用型人才。新专业

目录的发布在顶层设计方面为高校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指明了方

向，也为我们做好人才培养定位和目标理清了思路。

四．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适配于产业发展的具体对策

（一）高校教育层面

1. 依托产业和区域发展需求，优化专业结构

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是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前提，“培育地方人才、

服务地方经济、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服务”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出

发点。在 2021 专业目录发布的背景下，职业院校应该从符合区域

产业结构的人才需要出发，科学设置专业，做好装配式相关专业的

新增和完善，使专业布局结构与区域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相适配。

2. 产教融合，建立“双主体”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体系

依托区域的装配式建筑相关企业，与院校共同建设虚实结合、

满足装配式建筑实践操作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同时根据企业岗

位需求进行课程体系的开发、职业资格以及企业化课程的认定，

建立校企“双主体”的装配式建筑人才培训基地。以建筑工程技

术专业为例，在传统的建筑相关课程中开设《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

《装配式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等课程，同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开展企业化课程，利用院校和企业的各自优势共同建立“双主体”

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企业培养方面

1. 加快装配式建筑现场施工人才培养环境建设，规范化培训

模式与评价标准

装配式建筑现场施工人才培养应以职业资格认证标准（1+X、

工种证书考核）为向导，政府及相关部门可根据行业需求制定我国

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工种培训模式和评价标准，以此推动国内装配式

建筑施工工种培训模式的统一化和规范化，培训完成后应当有科学

权威的考核评价标准与认证证书，做到持证上岗。这有利于行业提

高对人才的培养能力，同时也能让装配式建筑现场施工人才在培训

过程中少走弯路，从而保证培训教育质量，确保培养合格的专业技

能人才，使职业标准达到实际要求，为人才培养提供足够的数量和

质量保证，以提高我国装配式建筑一线施工技术整体水平，促进建

筑业转型升级，支撑我国装配式建筑可持续性发展。

2. 政校企共同努力，搭建沟通桥梁，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在政府的组织下，充分利用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装

配式建筑上的优势，与院校、政府、企业、行业一道，推动产教

深度融合。比如通过开展项目参观学习、技术交流、专利开发、

社会培训、行业技能竞赛、课题研究等活动，推动企业和学校共

同开发建设行业所需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培养培训的方式建立

区域装配建筑专业人才库，同时开展专项培训，比如装配式建筑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产业工人队伍培训等，同时结合 1+X 装配式

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职业资格证书，开展企业、学生证书培训，

以满足装配式建筑发展需要。

3. 校企共建培养培训基地，优化教学、培训资源

目前用于培训的装配式实训基地大多以院校建设（校内集展

示、实操为一体）或者企业自建（中建三局的实践、参观基地）

两种方式为主，但是高校的基地往往展示效果大于实训效果，在

实际设计、生产、安装等方面没有足够的材料、设备或工具支持，

并且与实际工作环境中的实训实操相差较大。为此，高校与企业

需要加强合作，结合双方优势，为学生、社会人员构建具有实训

效果、技能培训效果的实训基地。高校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提供足

够的场地环境，企业则可以利用资金等为基地补充相应的软硬件

设备，而实训基地的培养人员则可以由高校的高水平教师以及企

业的管理、 技术人员共同担任，有效减少培训装配式建筑人才的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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