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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产业朝着产业集群化发展的趋势下，高职院校越来越重视专业群的建设。为了培养支撑交通强国建设

的人才，高职院校有必要组建交通服务专业群。在组群之初需先厘清组群逻辑：交通客运服务产业链和

交旅融合新业态的产生构成交通服务专业群的组群外部逻辑；专业之间知识技能有共性、就业岗位可互

通、教学资源可共享构成组群的内部逻辑。依据这些逻辑，可在交通运输大类和旅游大类中选取相关专

业，结合院校自身特色和条件组群。两个大类的组合更有利于产生创新性知识体系，培养出交通 + 旅
游复合型人才和创新性人才，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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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end of the industry developing towards industrial cluster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clusters. In order to cultivate talents who support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country with strong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t is necessary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set up major cluster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Before the setting up, the 
logic of the major cluster should be sorted out. The passenger service industry chain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constitutes the external logic; while the common know-
ledge and skills, the exchangeable employment positions, and the shared teaching resources form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se logics, relevant majors can be selected from the 
transportation category and tourism categor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di-
tions of the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to set up a major cluster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 The combi-
nation of the two categories is more conducive to generating innovative knowledge systems, cul-
tivating transportation + tourism compound and innovative talents, and serving national strate-
gies and regional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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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的铁路运营里程达 14.6 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 3.8 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达 15.5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一座座新的机场将空中航线越织越密；城市轨道交通线不断延长，

多座城市迈入“地铁时代”；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交通大国。然而，大国不等于强国，“交通基础

设施和运输服务规模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甚至第一，仅仅是与我国的人口、经济总量和国土面积的世

界地位相匹配而已。”[1]为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交通必须由大做强。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建成人民满意、

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2]。由交通大国向交通强国迈进，需要在设施、技术、管理、服务等

各方面大力提升，使交通运输质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为此需要多个产业协同发展。而所有产业的发展都

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交通人才队伍的培育也是《纲要》中强调的发展目标之一，以《纲要》为政策指引，

设置有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需要思考如何培养出素质优良、能支撑起交通强国建设的交通劳动者大军。 

2. 专业群概念及组群逻辑 

作为一种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高职教育一直在进行着探索和改革，为培养适应区域、

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几年，技术革命带动了产业链的延

伸和不同产业间的交叉融合，产业向产业群演变的趋势非常明显，在此背景下由注重专业建设转向注重

专业群建设成为高职院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006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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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若干意见》，其中就专业改革与建设指出：“要根据市场需求与专业设置情况，建立以重点专业为

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的专业群，辐射服务面向的区域、行业、企业和农村，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3]这是国家级文件中首次提出建设专业群。2019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启

动“双高计划”，即“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

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群)”[4]。此后，各高职院校纷纷探索专业群

的组建，希冀由专业集群优势带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和服务社会经济能力的提升。 
何谓“专业群”，很多学者对此做出了描述，赵蒙成指出：“专业群是专业的进阶演化，以专业为

基础。在产业群的生产组织模式愈来愈普遍的背景下，企业需要的是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单人单岗的

培养模式难以适应经济生产模式变革的需求，亟需从单一技能人才向复合型技能人才转变。”[5]袁洪志

指出：“对高职教育来说，所谓专业群，就是由一个或多个办学实力强、就业率高的重点建设专业作为

核心专业，若干个工程对象相同、技术领域相近或专业学科基础相近的相关专业组成的一个集合。”[6]
专业群绝非几个不同专业的简单拼凑，必须依据合理的逻辑来确定组群专业。没有逻辑的组建，会导致

群内专业貌合神离，最终走上专业建设而非专业群建设的老路；逻辑通了，专业之间才能形成合力，共

建共享，共生共荣，实现由单一技能人才培养向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的升级。 
多部文献探讨了专业群的组群逻辑问题。匡瑛归纳出专业群组建的四大逻辑：一是基于校内管理方

便原则的相近专业联盟式；二是基于劳动力供需对口原则的产业链专业集结式；三是基于实训资源互补

原则的跨专业组合式；四是基于小规模专业大类的松散型混合式，四种逻辑中前两种应用更加广泛[7]。
张新民和杨文涛将专业群组群逻辑划分为外部逻辑和内部逻辑，“专业群与产业的对应关系是专业群的

外部逻辑；群内各专业之间的关系属于专业群的内部逻辑。”[8]职业岗位群则是连接外部逻辑和内部逻

辑的桥梁。张新民和杨文涛提到的外部逻辑与匡瑛的第二种逻辑相符，内部逻辑与匡瑛的第一、三、四

种逻辑相符。其他文献中用到的不同名称或观点，基本上也是外部逻辑和内部逻辑不同说法或细分。本

文以外部逻辑和内部逻辑为切入点，探讨交通强国战略下高职院校围绕旅客服务岗位群如何组建交通服

务专业群。 

3. 交通服务专业群组群外部逻辑 

3.1. 交通客运服务产业链组群逻辑 

交通运输产业并不是一个单链条，而是由陆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不同运输方式交织而成的网络。

作为交通大国，我国已基本建成发达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网络中各种运输方式涉及的基础设施设备、

工程技术、运营管理、服务管理等组合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对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与产业链人才需

求相对应，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21 年)中，交通运输大类含铁道运输类、道路运输类、水上运

输类、航空运输类、管道运输类、城市轨道交通类、邮政类七个学科，下设 63 个专业，覆盖各类交通运

输方式的设施设备、工程技术、运营管理、运输服务等，与《纲要》中提出要“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

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的目标相符。面对如此庞大的交通运输产业链，任何院校都不可能奢望组一

群而覆盖其中所有岗位，只能聚焦该产业链中的某一个环节来组建专业群。 
交通运输产业链上的服务环节可划分为客运服务和货运服务，其中，客运服务人员是行业的对外窗

口，他们的仪容仪表和服务规范代表着国家交通运输行业的形象，他们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效率影响着旅

客的出行体验。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客运服务构成岗位素质相同、工作技能相近的职业岗位群，聚焦交

通运输业的客运服务来组建专业群的话，可囊括的专业包括高速铁路客运服务、国际邮轮乘务管理、空

中乘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这几个专业在产业链中处于同一个环节，即对客服务，而且因同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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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大类，组群逻辑清晰合理。 

3.2. 交旅融合新业态组群逻辑 

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已与其他产业密不可分，其中，旅游业与交通运输关系最为密切，旅游的实

现依赖交通运输服务，交通运输的发展以旅游的需求为导向，二者互相促进，相互成就。交通与旅游融

合发展是《纲要》中构思的新业态之一，“深化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专列、旅游风景道、

旅游航道、自驾车房车营地、游艇旅游、低空飞行旅游等发展，完善客运枢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交通

设施旅游服务功能。”[9]事实上，早在 2017 年，交通运输部、国家旅游局等六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

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给出了“到 2020 年，基本建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

突出、服务优良的旅游交通运输体系。建立健全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运行机制，基本形成‘快进’

‘慢游’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旅游交通产品供给能力明显增强，旅游交通服务功能明显改善，服务

质量有效提升”[10]的发展目标。 
有了如此明确的政策导向，无论是组建交通类专业群还是旅游类专业群，都应充分考虑交旅融合新业

态的出现和发展，所以在交通服务专业群中不妨纳入旅游大类中的某些专业，如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数

字化运营。旅游大类中新增的细分专业，如定制旅行管理与服务、民宿管理与运营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也可考虑纳入。从相关性来看，这些专业服务的对象与交通运输大类中客运服务对象是一致的。同一出

行者在交通工具上被称为“乘客”，进入景区景点被称为“游客”，入住酒店被称为“客人”，本文将出

行者统一称为“旅客”。如果以旅客活动轨迹为依据，可以单独形成一条交通旅游产业链(如图 1)。 
 

 
Figure 1. Travelers’ route map  
图 1. 旅客出行轨迹图 

 
目前，虽然交旅融合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如旅游交通设施衔接不畅，“快进慢游”的旅游交通网

络尚未完全形成；交旅融合产品供给不足，服务品质和种类有待丰富；跨部门信息共享不足等[11]，但《纲

要》中的进一步强调，意味着交旅融合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交通运输企业、旅

行社、酒店通过组建联盟整合资源，“‘车票 + 门票’‘车票 + 门票 + 酒店’‘车票 + 酒店’等‘站

运游’一体化旅游运输产品可为游客提供到达、游览、返程全链条服务”[11]已经不是梦想。 
高职院校关注行业发展时必须有一定的前瞻性，才能及时培养出市场需要的人才。《纲要》多处提

到旅游，且具化了交旅融合的新旅游产品，这些是交通运输大类专业与旅游大类专业合建专业群的逻辑

基础。两个大类的组合打破了同类项组群逻辑，两者互通知识和技能，更有利于产生创新性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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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出交通+旅游复合型人才和创新性人才。 
综上所述，交通服务专业群跨两个专业大类，满足交通强国战略对服务质量提升的要求，和交旅融

合对新业态人才的需求，其总体框架可以如图 2 所示，不同高职院校可根据各自办学特色和条件选取图

2 中部分专业进行组合。 
 

 
Figure 2. Major cluster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图 2. 交通服务专业群 

4. 交通服务专业群组群内部逻辑 

4.1. 专业之间知识技能有共性 

当我们以旅客出行轨迹形成的产业链来组群时，可以发现无论是交通运输大类的相关专业，还是旅

游大类相关专业，在对待他们共同的服务对象时，需要具备的职业素质和岗位技能是相近的。群内所有

专业都需围绕服务意识、服务心态和服务技巧等核心要素来构建人才培养方案，所有专业学生需具备的

核心素质都包括懂礼貌、知礼仪、善沟通。所有专业对应的岗位基本技能都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沟通交

流能力、现场服务能力、保健与急救能力等。这些内在的知识联系成为专业组群的内部逻辑。 
内在的知识联系也使得专业群易于构建底层可共享、中层可融合、上层可互选的专业群课程体系。

比如底层共享的群平台课可包含普通话、英语口语听力、服务礼仪、形体与美学、地理知识、应用文写

作、保健救护与应急处理等。中层可融合课程为各专业核心课，即各专业职业岗位所需的核心职业能力。

群内各专业既要有共性，即具有相近的职业能力基础，又要有差异性，即各专业有其特定的职业技能，

中层课程就是突出这种差异性的，这些课程使得各专业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上层可互选是指密切跟踪

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实时开发更新模块课程，供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学习。”[12]上层课

程最具创新性和挑战性，是学生实现由单一技能人才向复合型技能人才升级的重要途径，此类课程可由

交通运输大类和旅游大类的专兼职教师共同开发。 

4.2. 专业之间就业岗位可互通 

组建专业群，让学生能实现群内跨专业就业，是增强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交通服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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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所有专业因岗位服务对象相同，岗位技能相近，若组群培养，学生就业时完全可以实现跨专业就业。

如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虽属交通运输大类，但邮轮产品通常被划归在旅游产业之中。邮轮又称“移动

的五星级酒店”、“海上移动度假村”，其核心功能是为乘客提供住宿、餐饮、娱乐、康体保健和岸上

观光服务，前两项服务与酒店提供的服务一致，后三项服务则旅行社和景区都有涉足，并且邮轮公司设

有岸上观光部，旅行社设有邮轮游艇部，所以国际邮轮乘务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旅游管理三

个专业之间是有可互通的就业岗位的。民航与铁路的客运服务相似度极高，城市轨道交通与前两者虽有

所区别，但安检、售票、站台值班等岗位与前两者依然高度相似。以上所有专业的学生因为掌握了系统

的服务礼仪规范并具有较强的对客服务意识，若在群内其他专业互选了课程，完全可以拓宽就业面，在

整个专业群对应的岗位群中选择就业岗位。 

4.3. 专业之间教学资源可共享 

组建专业群的意义之一便是实现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提高投资效率，节约办学成本。教学资源包括

校内实训室、校外实训实习基地、专兼职教师团队、专业教学资源库等。以往由单个专业打造建设的资

源，借助专业群的组建重新整合或合力建设，可快速实现群内专业整体实力的增强。 
以校内实训室为例，邮轮、航空、高铁、酒店都涉及餐饮服务，相关专业分散建设的实训室若整合

成一间餐饮实训室，可实现专业间设施互补，使实训室设施更完备、功能更多样，且大大节约建设成本。

根据交通服务专业群的特色和知识联系，明显可共享的实训室还包括形体训练房、安检实训室、数字化

运营实训室等。 
既然群内各专业之间岗位可互通，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就可以以交通服务专业群为单位来建设，区别

于以往的单个专业建设基地，这样，群内学生选择面更广，学习的技能更多，并且可以解决某些专业在

特殊时期的困难。比如受疫情影响，国际邮轮产业一直处于停摆状态，在专业群实训实习基地的概念下，

该专业完全可以安排学生前往校企合作酒店、高铁站、地铁公司、旅行社等单位实训实习。 
专业群的课程体系决定了群内教师会自然实现交流共享，平台课教师可在群内所有专业授课，上层

互选课需要各专业间教师、专兼职教师之间的合作。当教师的归属由某一个专业升级为某一专业群后，

他们对专业的认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认知都会发生变化，交通运输大类的教师会开始关注旅游行业，

旅游大类的教师开始关注交通客运，群内教师的交流共享无疑会提升他们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创

新等各方面的能力。同理，群内专兼职教师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库，有利于教学资源的聚集、应用和创新。 

5. 结语 

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为政策指引，本文提出基于客运服务和交旅融合的交通服务专业群的组群

专业和组群逻辑，供相关高职院校参考。在此逻辑之下，各院校可根据自身特点和条件选取组群专业和

确定核心专业。以交通为特色的院校可以将交通运输大类中的某一优势专业设置为群核心专业，以旅游

为特色的院校可以设置旅游大类中的优势专业为群核心专业，当然，群名也可做相应调整。如此，各院

校之间的交通服务专业群虽组群逻辑相同，但重点不同，特色不同，避免了趋同化建设。 
厘清了组群逻辑，后续工作便是专业群的建设。专业群建设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需要真正做到打

破专业壁垒，与群内其他专业协同育人，发挥专业群对接产业群的优势，根据产业群的发展和升级不断

优化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期待两个大类的组合能产生创新性育人成果，培养出交通 + 旅游复合型人才

和创新性人才，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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