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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建设”背景下航空装备制造
与运维专业群组群逻辑分析

李新卫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山东 潍坊 261206）

摘要：民航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产业，是助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从专业分布、服务面向、跨专业大类

和跨系部组群等角度对上一次“双高计划”相关院校申报材料进行分析，并对航空装备产业链岗位能力、人才需求进行调研，从而得到我

校航空航空装备制造与运维专业群组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其建设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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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高职教育领域为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实施“双高计划”，经过五年的建设，首批 198 所“双高计划”

建设单位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在国家政策引导以及高水平专

业群示范建设的引领下，其他高职院校也在开展专业群建设的实

践探索，并且有部分院校通过探索积累了系统化的经验，但是也

有部分高校专业群的组建表现出了“新瓶装旧酒”“走学科化老路”

等盲目性和随意性。为实现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2024 年教育

部推进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双高”

建设，要求增强专业群建设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加强教育链与产

业链的深度融合。

我校航空机电系包括机械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技术、工

业机器人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电子设备维修、民航安

全技术管理、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等 7 个专业，专业群的组建

也经历了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综合交通装备智能制造

等不同阶段，组群的依据基本都是基于行业发展和办学经验的理

性思考与分析，缺乏大样本的实证调查。本研究综合分析上一次“双

高计划”的 253 个高水平专业群的申报材料以及航空装备业的发

展现状和发展趋势，总结我系航空装备制造与运维专业群的组群

逻辑和共性特点，验证航空装备制造与运维专业群组群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

一、基于全国样本的专业群组群逻辑分析

关于专业群的组群逻辑，目前有学者提出了基于“产业链”“岗

位群”“学科基础”“技术基础”“通用资源”“专业目录”等等。

因为上一次“双高计划”申报资料已经获得了专家认可，基本代

表了我国职业院校专业群的最高水平，本研究重点分析了建设方

案中的“组群逻辑”部分。通过分析 253 个高水平专业群的组群

逻辑，包含航空类专业的共有 11 个专业群（这里航空类专业指的

是装备制造大类中航空装备类专业和交通运输大类中的航空运输

类专业）。

1. 按专业分布和服务面向分析

在 10 所职业院校的 11 个与航空相关的专业群中，专业数量

都在 4 或 5 个，其中有七个专业群只有 1 个（64%）航空类专业，

二个专业群有 2 个（18%）航空类专业，专业群中的非航空类专业

均面向航空类岗位的上下游关联岗位需求服务。从专业群服务面

向来看，有五个专业群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46%，主要是航空器

维修）,3 个专业群面向先进制造业，3 个专业群面向现代服务业。

以上分析说明高职教育正在从聚焦于某个专业领域的技能技

术转变为聚焦于宏观区域或者产业发展。现代化产业都是以产业

链形式存在，专业群对接完整生命周期产业链条可以打破学科导

向的专业发展模式，有利于实现更加动态和深层次的对接和融合。

我系组建的航空装备制造与运维专业群服务航空器典型零部件设

计制造、关键系统装调与整机工装、航空器机电系统维修与运维

等航空装备产业链，满足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客观规律，有利于

实现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2. 按跨专业大类和跨系部组群分析

职业院校专业的设置必须按照《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专科）

专业目录》进行，它的制定主要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门类划分，

本身就基于产业或职业门类，因此部分学者建议专业群的组建应

当基于《目录》中较为接近的专业进行，即在同一专业类或者专

业大类下进行。但是在 10 所职业院校的 11 个与航空相关的专业

群中，有 7 个专业群跨 2 个（64%）专业大类，有 3 个专业群跨 3

个（27%）专业大类，只有 1 个专业群在 1 个（9%）专业大类当中。

因此专业群组群不一定局限于某一专业大类或专业类，产业、行

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已经成为发展趋势，对具备多种技能的复合型

人才需求越来越强烈，跨行业、跨产业组建专业群已经是大势所趋。

专业群既是人才培养也是组织管理的基本单位，通过量化分析发

现，专业群分布在一个系（二级学院）的有 5 个（46%），分布在

二个系的有 5 个（45%），分布在三个系的有 1 个（9%）。说明

专业群的组织管理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但是产业的交叉融合需要

专业集群发展，横跨三个以上系部的专业群不管是组织管理成本、

资源共享成本、教师沟通成本都会大幅度增加。

以上分析说明依据产业链建专业群必然成为新“双高计划”

的组群趋势。依专业群建系还是依学科体系建系也必然带来职业

教育新讨论。我系航空装备制造与运维专业群包括装备制造大类、

交通运输大类的 6 个专业，对接航空装备全生命周期产业链，对

于培养服务航空装备产业发展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专业群所有专业都在同一系部，面对新一轮“双高计划”

学校层面上的办学水平高水平、行业层面上的产教融合高质量、

国际层面上的职业出海新气象，“以产定群，以群治系”的“产

群系”统筹发展理念必然发挥重要及关键的作用，有利于打造专

业群结构与系部治理效能相匹配的组织体系，促进产业链、教育链、

人才链的有机衔接。

二、基于产业链条的专业群岗位能力分析

航空装备产业是以航空装备制造为核心，涵盖航空器设计研

发、制造总装、维修保障以及延伸服务等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体系，具有链条长、领域广、带动强等特点。近年来山东省

为抢抓低空经济产业密集创新和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打造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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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创新发展新动能，因地制宜提升通用航空装备产业链现代化

水平，切实为构筑功能完善的低空经济产业体系夯实基础。

1. 产业发展及人才需求状况

近年来山东省航空装备产业创新能力、供给水平明显提升。

航空器设计研发、制造总装领域以通用航空为重点，瞄准新一代

通用航空装备产品发展方向，加快发展 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

空器）、飞行汽车、高性能航空器、中大型无人机等前沿领域，

推动全产业链向高端化跃升。截止 2024 年 10 月 16 日，在“企查查”

网站搜索企业名 / 企业简介 / 经营范围中包含“航空装备”并且注

册资本超过 500 万的企业，共有 1318 家。龙头企业包括山东滨奥

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青岛万丰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空中客车

直升机（青岛）公司、壹通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山东中宇航空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到 2027 年，全省通用航空装备产业研发设计、

整机制造、配套服务、场景应用等环节沿链补强、融通发展全产

业链规模力争突破 300 亿元。到 2025 年全省无人机全产业产值突

破 100 亿元，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航空器维修保障、延伸服务领域重点关注航空器维修、安检

服务等。截止到 2023 年底，山东省有运输机场 10 个，数量位列

全国第 7 位，是华东地区运输机场数量最多的省份；山东省建成

通用机场 22 个，居全国第 6 位，其中 A 类通用机场 10 个，居全

国第 2 位，起降平台达到 239 个；山东通航企业 42 家，占比 6.1%，

居全国第 4 位；山东通用航空器 232 架，占比 7.3%，居全国第 3 位；

山东登记无人机 7.1 万架，占比 4.6%；山东共颁发无人机驾驶员

执照 1.8 万本，居全国第 1 位；山东共有无人驾驶航空运营企业

1409 家，占比 8.8，居全国第 3 位。龙头企业包括山东省机场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等。

具山东航空运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调研数据显示，共同体

内规模以上企业近三年每年人员需求 1.1 万、1.2 万、1.4 万余人，

其中大专学历的约为 0.36 万、0.47 万、0.54 万，与山东省内职业

院校相关专业每年毕业人数 0.17 万、0.26 万、0.28 万相比，人才

缺口较大。通过走访调研相关企业，其中航空零部件设计制造类

企业 10 家，航空装备制造类企业 29 家，航空运营与维修类企业

12 家。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2023 年新增就业人员 793 人，其

中具有大专学历的 326 人。按照工作岗位区分，设计类 8 人，占

比 2.45%；零部件制造、核心部件装调、整机工装类 167 人，占

比 51.23%；运营维修类 94 人，占比 28.83%；其他 57 人，占比

17.48%。

综上，我省航空装备产业发展迅速，综合《山东省通用航空

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 年）》《山东省低空经济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征求意见稿）》等分析，

预计到 2030 年，我省航空装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基本

建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门类齐全的航空装备产业体系。我系

应瞄准航空产业发展趋势、低空经济高速推进及专业人才需求，

加大制造、机务、安检、维修等人才培养力度，打造航空装备人

才培养新体系和新高地。

2. 组群原则及岗位能力分析

航空装备产业链包括航空器设计 - 制造 - 运营 - 维修等四个

链条环节。专业群面向航空装备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按照以下原

则组建航空装备制造与运维专业群：①产业背景相同：面向运输

航空、通用航空产业的装备制造与维修领域。②学科基础相通：

基础课程均包括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液压

与气动技术、航空概论、飞机构造、人为因素与航空法规等。③

就业岗位相似：可以在航空器零部件设计制造、关键部件及系统

装调、整机总装、以及整机维护、结构修理、部附件修理、安全

检查等相似岗位。④育人资源共享：航空领域信息、企业数据资

料等行业资源；课程标准、教学设计、精品课程等课程资源；专

兼师资、实训基地、合作企业等专业资源。⑤一体化协同发展 : 发

挥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传统专业优势，释放飞机机电设备维修等新

兴专业活力“以制造带维修，以维修促制造”，双重促进，协同

发展。

我校航空装备与运维专业群包括机械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

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电子设备维修、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等 6 个专业。其中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对应航

空装备产业链的航空器零部件设计和制造等岗位、机电一体化技

术和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对应航空器部件和系统装调、整机工装

等岗位、飞机机电设备维修和飞机电子设备维修对应整机维护、

结构维修、航空维护、部附件维修等岗位、民航安全技术管理对

应安检服务、安检设备运维等岗位。专业群内各专业对应岗位交

叉互补，形成以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电子设备维修专业为两翼、

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为支撑、民航安全技术管

理专业为延伸特色的航空装备制造与运维专业群架构，能够适应

当前航空装备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高度交联趋势，满足航空装备

制造数字化转型、民用航空器智维技术升级的要求。

总结

山东省正在加快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决

策部署，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必将迎来高速、高质量

的发展。我系航空装备制造与运维专业群主要面向通用航空装备

制造和运输航空维修服务两大领域，面对航空装备、低空经济的

双重引擎牵引，需要精准定位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

机械设计与制造等传统制造类专业面向航空装备业的人才培养目

标规格；需要精心布局专业群服务面向，综合考虑行业现状和趋势，

增设通用航空器维修、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等新兴专业，满足

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需要精品建设具备航空装

备行业全产业链人才培养、社会培训、技术研发、创新创业等功

能的产融融合平台，整合优质资源，加快专业转型，服务航空装

备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为加快传统装备制造类专业聚交航空领域，在课程体系构建

上专业群平台课程中应开设产业特色课程，例如航空概论、飞机

构造等，让学生掌握必要的产业特色知识。在教学资源建设上既

要遵循产业链逻辑也要遵循技术逻辑，以航空装备产业链不同岗

位群的技术相关性为基础开发适合模块化教学的“活页式”教材

以及综合性生产性实训项目，完善具备行业特色的教学条件和教

学资源，实现专业群教学资源有效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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