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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航海的重要性和作用进行了阐述，对我国航海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对航海类高校教

育进行了定义和阐述，对我国航海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详细回顾，对我国高校航海教育的现状进行了

分析，肯定了成绩，并指出了不足和缺陷，最后提出了从四个方面去解决这些问题，为我国航海类高层

次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具有一定价值的参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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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expounds on the importance and role of maritime education, briefly reviews the devel-
opment of maritime education in China, defines and elaborates on maritime education, and re-
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detail. The status quo of maritime 
education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were affirmed, and the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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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ed out. Finally, four aspects were propos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hich provided some 
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training of high-level maritime tal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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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航海是一种生产实践，是人类在海上航行，穿行海洋，从海洋的一方到海洋的另一方，或从陆地跨

越海洋到其他陆地的行为和活动。航海是有原因的，其一，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场所和资源库

存场所，人们可以从海洋中得到生活和生产物质，如捕捞鱼虾等；其二，海洋是交通通道，人们可以通

过海水的流动的动力借助某种工具从一方到另外一方；其三，海洋又是阻碍物，妨碍人们从一个陆地通

往另一陆地的障碍或屏障。第一原因让人们生活依赖于海洋，从而航海成为生活方式；第二原因让人们

利用海洋，发展航海事业，从而实现物质的分配实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可能条件的增加；第三原

因驱动人们不得不以发展和开拓航海事业，使航海成为必然。故，海航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一种方式、是

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也是一种冒险行为，是人类为了生存、生活、生产和发展而自然产生并不断推进劳动

实践。 
数万年来人类将航海事业不断推进，从航海工具的发展历史来看，由简易的航海工具木舟到船舶并

逐步发展为万吨远洋货轮甚至千万吨集装箱远洋巨轮；从航海的区域发展历史来看，航海视野从狭隘的

海岸边区域到远渡重洋，贯穿四大洋，通达世界七大洲；从航海的深度发展历史来看，人类航海从海水

面到深度几千米深的海底世界。航海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宽越广和越专及越深，从最为常见的生产劳作

到军事到科研到如今的各行各业，普遍广泛存在。 
航海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生产方式，是战争用具，是交通运输工具和手段及方

式，是科研探索工具与方式和手段，是开拓人类生存领域和空间的手段及方式。是人类劳动、生产实践

和探索未知及智慧增长的结晶，是人类劳动生产及实践成果，并随着人类劳动和生产实践及探索未来的

推进而不断前进不断增长和丰富及永无止境。航海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物资、生活必需品、带来了便利、

带来了文明、带来了文化、带来了成就，如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数以千年的伟大航海史和航海文明。 
不像一般的内河水流条件比较好，由于海洋风大浪高，水动力非常强劲，情况非常复杂，在海洋中

航行十分危险，从而必须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否则，航行所能达到的距离短少，所能达到的海域浅窄，

所能穿行的海域狭小，甚至无法在海洋里畅行，也无法得到预期的目标和成果。所以航海需要一定的勇

气和能力及技术，其中技术极为重要和关键，航海技术是航海科学技术的简称，是指研究在一条理想的

航线上，从某一地点安全而经济地航行到另一地点的理论、知识、方法、手段、策略、方案、技能及技

巧与艺术等等。航海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内容丰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综合性，在人类的航海史上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且随人类社会历史的推进而不断进步。 
这些航海技术包括相关的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的相关知识、理论和技能与技巧，如天文学、气象学、

地理学、测量学、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材料科学、机械、海洋科学、力学、电学、电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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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信息技术、船舶结构与制造、船舶驾驶等等。特别是船舶结构与制造技术越来越规模大和越来越

先进，另外一方面就是船舶导航系统，从帆船时代进入机动船时代，渐进地文航海和天文航海时代，如

今是电子航海时代。这些航海技术没有经过正规的教育和实践是无法掌握和应用的，从而航海教育得到

了开设与发展。因此，人们开设了有关航海技术的相关专业的高校教育。 

2. 我国航海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我国是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沿海岸线较长，也是一个海洋大国，航海历史悠久，并有着杰出的航

海成究，但中国的航海教育的发展却大大晚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晚清时期，为了去弱图强，强军强国，

变法图雄的百日维新及后来的实业救国，上个世纪初的船政专科及商船学堂，即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与

上海海事大学的前身，从此，中国航海教育正式走上了高等教育的历史舞台，也为后来的中国培养了大

量的军事、民用相关航海类人才。结合文献[1]的相关我国航海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我们可以整合为五

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清末百日维新、实业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大概长达半个世纪)，这个

时期可以命名为启蒙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航海教育主要是照搬国外航海模式，由于国家多难多灾，既

有外强凌辱、又有内乱争分，国力柔弱、民不聊生，无财力和人力与物力及精力于发展教育，更不要说

是航海教育，这个阶段的航海高等教育发展非常缓慢，这个时期有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国立海事职业学

校、广东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东北航海学院、上海航务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集美学校等等。

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大概长达三十年)，这个阶段可以命名为调整阶段或波动阶

段，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高等教育先是完全照抄照搬苏联，后经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

系恶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几起几落，中国的高等教育由原有的国民党时期的大而全模式调整为苏

联模式的专而窄的模式，也就是说将各个高校的同一个专业集中到某个高校而成立为专门的高校，如将

分散建设于我国北方、华北一带高校的航海类专业提出搬迁集中于大连建设专门的大连海运学院，同样

道理将分散建设于我国华东的一些高校相关航海类专业提出搬迁集中于上海，建设上海海运学院、同样

道理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南京航务高等专科学校、湛江水产学院、青岛海洋学院、长沙交通学院、重

庆交通学院、集美航海学院、厦门水产学院等等的相继成立，这个阶段的航海高等教育的特点是较为集

中，专业化太重，交叉性较差较少，比较单一，比较狭窄，培养的学生专而不全，国家相关航海类高等

教育的资源过于集中，限制了航海类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有序健康发展。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到上个世

纪末)，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命名它为思考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围绕航海教育自身所固有的教学规律性

特征，让航海教育从一般工科教育中独立分流出来，为航海教育建立独占一个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第

四阶段(本世纪头十年)，这个阶段是大讨论阶段，针对中国高校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这个问题展开的，

所谓的职业化教育，争论的焦点是航海高校教育是学位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问题，最后是讨论来讨论去

没有结果的十年，但已经认识到航海教育是多层次、多方面、多种类的教育，也就是说考虑到了航海教

育有高级、中级、低级之分，所以在这十年里有航海类本科院校、航海类高职院校、航海类职业技术学

校三个等级的一大堆专业性学校。第五阶段(本世纪第二个十年)，这个阶段可以命名为飞跃发展阶段，其

特点是辩论航海教育是学位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结论基本落定，定调为发展应用型工科，应用型本科、

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应用型博士研究生基本定调，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挂钩，职业教育不但要有专科层

次，还要上升为本科层次，硕士、博士层面，航海教育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格局基本形成并基本定调，

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确定，紧接下来的就是落实实践。 

3. 我国高校航海教育的现状分析 

我国由于人口众多，海岸线长，内河水系发达，海洋面积较大，发展航海事业前景广阔，所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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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海类专业人才也多，且因为航海类行业众多，地区、区域情况各不相同，所需人才类别和层次不一，

有的需要高层次研究型人才，有的需要低层次的实践型人才。 

3.1. 我国航海教育的类型分析 

第一种航海类教育类型，也是最低级的类型，我国航海类教育有初级教育如各种造船厂开办的船员

培训学校或技校等，其招收的一般是一些年纪比较大(一般已成家)且原本就有工作岗位和工作经历，只不

过技术太差的一些农民工或工人，相当于培训班，如船员、海员培训班、电工、焊工培训班等等，主要

培养一些简单的内河船舶驾驶、船舶维修、电焊、油漆、轮机维护的初等级技术工，所培养的人才一般

定格为技术工人，面向一个私人企业或小型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用工，特点起点低、技术含量低、简单

方便、短暂、能很快上岗履职。 
第二种航海类教育类型，有中等教育如各省市或大型国有航务公司或海运公司所开办的航务、航运

或航海中专技校，其招收的学生一般是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或高中考不上大学和高职的学生，所以有

初中起步和高中起步的两种类型，但无论哪种类型，其可能只是学制上的区别，前者三年学制，后者两

年学制甚至一年学制，其主要培养一些较为复杂的内河船舶驾驶、船舶维修、电焊、油漆、轮机维护的

高级技术工，所培养的人才定格为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人，面向航运航海类私人企业或集体企业或国有

企业用工，特点起点一般、技术含量一般、系统掌握了一门航海类相关技术和技能的人才。 
第三种航海类教育类型，高职高专类航海类教育类型，这种航海类教育，是通过正规的高考录取，

或者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或从中职、中专及技校中免试入读的，也有五年一贯制的航海类高职教育，直

接从初中毕业生免试入读，按前面两年的中职学习，后三年的高职学习的程序和培养顺序安排就读，人

才培养方案的宗旨就是要培养实践性、操作性的高级技术人才，与本科相比较就是重视实践，轻视理论，

少讲理论，多搞实操，其目的能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这样的学生以后毕业就业定位为航海类企业

单位的一线技术性管理人才或技术人才，航海类高职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实习实践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甚至一年半，不要求学生的理论知识学得如何扎实，只要求够用，甚至了解就可，但实践必须落到实处，

从而校企结合的教学模式不断地被推崇和紧抓，其注重的理念是培养未来的工匠，工匠精神大家推崇和

宣传。 
第四种航海类教育类型就是我们常说的本科航海类教育类型，这种航海类教育，是通过正规的高考

录取，或者专升本考试选拔入读的，一般是四年学制，在这四年里，要系统地学习航海相关专业、学科

所涉及的基础知识、理论体系和基本技能与基本技巧，所涉及到的相关课程很多，有马列政治毛概邓论

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和建设有社会主义特色中国新时代理论等等、道理法律、思修、外语、数学、物理、

化学、计算机、海洋学概论、及相关其他基础课程、具体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等等，此外还有半年

的毕业实习及半年的毕业设计。本科教育注重理论知识体系的灌输，其目的是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

础，以增强其未来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其培养的目标是未来的科学家，专家和学者，推崇理论创新，

为更高层面的研究生教育的选拔入学生源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五种航海类教育类型硕士研究生教育，目前中国已经没有曾经风行一时的那种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工程硕士、教育硕士，即只有硕士学位没有硕士学历的那种无法归类的教育，所以，现在可以明确划分

为硕士研究生教育(正常毕业的学生既可以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同时又可以取得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

是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层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知识性人才，不过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又

改革前进了一步，硕士研究生教育又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创新性的传统意义的硕士研究生教育，这

类硕士研究生教育名为研究型硕士研究生教育，这类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是注重理论研究，对学生的要求

更高，智慧型、高智商型，其培养目标为更高级别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生源；另一类是由原来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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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和教育硕士及法律硕士等这些专业性硕士演变改革而来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教育，这种硕士研究生

毕业后一般不考博士研究生，而是直接进入相关的企业和工程建设项目中去，这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也

注重校企合作培养，工程项目建设实践中培养，培养高级工匠和高级工程师。 
第六种航海类教育类型也是最高级别的教育类型，即博士研究生教育，它是我国也是世界最高教育

类型，培养的是具有宽广而有扎实基础，并在航海类某一专业或学科的某个方向能走在当前的前列，发

现并解决某一问题的高层次人才。这种教育是体现在某些少数精英分子身上，首先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员

必须经过严格的博士研究生入读选拔考试和考核才能取得入读资格，在就读期间是跟从自己的博士研究

生导师做项目开展研究，研究该专业或学科某一方面目前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通过的标准各个博士培养点不同，但一般都必须有一到两个创新点，也就是说必须有研究的创新，理

论上的创新产生新的理论知识，而且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一般要求在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和博士学位

论文答辩(有些博士培养点将两个答辩分开，有的将两个答辩合二为一)前有论文发表的要求，有的要求发

表 SCI 论文、有的要求发表 EI 论文、有的要求发表北大中文核心论文，数量不等，有的甚至有发明或实

用新型专利等等科研成果要求。学制三年至十年不等，严进严出，可以说中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还

是比较高的，博士研究生作为世界最高级别的教育，它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服务社会的主

体力量，是一个国家教育规模和教育水平的直接体现。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博士后制度，但因为人们都

将博士后只作为一个科研经历，所以没有定为教育经历，但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将博士后纳入为最高教育

层次级别，以进一步提高教育的层次化和深度化，这样的建议也是颇有道理的，只不过一直没有通过国

家教育管理权威部门的通过。 

3.2. 我国高校航海类专业分析 

航海类专业是泛指用于培养航海技术及为其服务类人才的专业，航海类专业有广义的航海类专业和

狭义的航海类专业之分。广义的航海类专业是指已有与航海有关的相应的专业，比如海洋科学、气象学、

测绘学、海洋生物学、海洋捕捞、航海法学、航海商务、港口与航道工程、海洋技术、物理海洋学、国

际航运与物流专业等等，关联性有，但不是十分密切，所以不便于文中针对性分析研究，就为了不牵扯

太广，不在此考虑。文中讨论的是狭义的航海类专业，即直接用于培养掌握航海知识与航海技术及为其

服务类人才的专业。按照文献[2]介绍主要有：1) 船舶驾驶；2) 船舶工程技术；3) 航海技术；4) 轮机工

程；5) 航海乘务；6)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六个传统航海类专业。根据我国 2014 颁布的全国研究生一级学

科专业目录表可见航海类专业主要指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所属的三个二级学科专业：船舶与海洋结

构物设计制造、轮机工程和水声工程。则综合归纳划分之，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专业可见我国航海

类专业大概五个：1) 航海技术专业，培养能在海洋运输各企事业单位从事海洋船舶驾驶和营运管理工作，

符合国际和国家海船船员适任标准要求的高级航海技术人才。就业方向：各航运公司，运输公司船舶驾

驶与协助工作等；2) 轮机工程专业，培养轮机操作，维修和船舶监造工作，其主要就业方向：船舶制造

公司，船舶航运公司，船舶管理公司等；3)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培养船舶设计，制造，研究，海洋适

航的研究。就业方向：船舶公司，船舶管理部门，运输公司等；4) 水声工程专业培养兼顾声学、振动和

信号处理的高层次水声研究人才，其就业去向主要是海军部队或相关从事水声技术、设备研发和海洋声

场分析、水下噪声及减振降噪、声呐及水声对抗系统与设计等工作；5)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的名称

与学科归属也有个历史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例如船舶电子电气工程是后期电子电气工程专业发展起

来后在船舶上的应用，而发展而来，并归属于航海类专业。 
航海类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航海力学、航海气象学、电路与电机、船舶无线电技术基础、海洋船

舶驾驶、海洋货物运输、海商法、船舶原理、船舶自动化基础。其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 GM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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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训练、船舶教学实习等。其主要的就业岗位：1) 船舶设计与制造单位：船舶设计师、船舶制造工匠、

船舶检验师；2) 甲板部(驾驶部)：船长、大副、二副、三副、水手长、水手、舵工；3) 轮机部：轮机长、

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电机员、机匠长、机匠；4) 事务部：管事(事务长)、大厨、服务员、船医；

5) 电台部：电台长(报务主任)、无线电话务员、无线电报务员；6) 水声、军事类企业、工业类企业从事

水声技术、设备研发、技术开发、海洋声场分析、水下噪声及减振降噪、声呐及水声对抗系统与设计等

工作；等等岗位，有些毕业生还可以报考公务员，通过事业单位的选拔考试，进入党政机关或行政事业

单位工作而从事各种其他工作岗位，也可以进入其他企业单位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 

3.3. 我国航海类专业开设高校相关分析 

目前专业培养(也就是说航海专业性最强的)航海类专业学生最为集中和有名气的四所高校普遍认为

是大连海事大学、集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3]。当然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比如 985 高

校上海交通大学将航海类专业分别在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开设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本科、硕士

和博士，这是全国排名一直位居第一，历史最悠久、学科最全、实力最强、大师云集、高端人才汇聚，

师资力量最强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世界功能最全、最先进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实验研究基地，该专业

课程与世界名牌大学完全接轨，培养船舶与海洋工程高端领军人才，开展广泛国际合作，毕业生活跃在

世界船舶与海洋工程前沿舞台[4]，上海交大该专业拥有本科、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教育，还有特殊的

工科实验班；985 高校西北工业大学专门开设有航海学院开设有船舶与海洋工程本科专业和水声工程本

科专业，同时也开设有该两个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此外还有船舶与海洋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建有“水

下信息与控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声学工程与检测技术”国家专业实验室，以及高速水洞、大型消

声水池、水下物理场仿真、水下动力推进、声与振动控制、导航与控制仿真中心等多个大型实验室[5]。
同样作为 985 高校的天津大学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是全国创办最早的学科之一，是国内最早招收本专

业学生的重点高校之一；是国家“985”、“211”重点建设学科，首批国家特色专业，首批国家卓越工

程人才计划专业，教育部重点学科[6]，建设有船舶与海洋工程学士、硕士、博士点，开展该一级学科专

业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一所海洋和水产学科特色显著、学科门类齐全的教育部

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的中国海洋大学将航海类专业

设置在其工程学院海洋工程系建设有相应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学士点和硕士点，开展该专业的本科和

硕士研究生教育，其航海类专业教育实力并不强大。作为 211 大学的哈尔滨工程大学以前是哈尔滨船舶

工程学院(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其航海类专业教育历史长久拥有两个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水下机器人

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和水声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其船舶工程学院开设有船舶与海洋工程、海洋机

器人本科、船舶与海洋工程硕士及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开展相应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及博

士研究生教育，且建设有船舶与海洋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其水声工程学院开设有水声工程专业的本科、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其水声工程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7]。地处我国中部的 985 高校华中科技

大学开设有航海类专业学科，其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的前身造船系是 1959 年 4 月 18 日受海军委托而创

建的，正式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8 日，现有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程 2 个本科专业，船舶与海洋结构物

设计制造、轮机工程、水下工程三个硕士点和博士点[8]。但其办学实力相对于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还是要弱一个档次。 
浙江大学在浙江舟山建设有海洋学院，开设船舶与海洋工程硕士点，开展该专业学科的硕士研究生

教育，然而该校却没有航海类专业学科的本科教育，因而出现在浙江大学这样的高校，却没能利用较好

的地理优势发展航海类专业学科，服务于海洋强国战略。地处广东省的 985 高校中山大学也在珠海校区

的海洋工程与技术学院开设有海洋工程与技术本科专业但该专业侧重于工程建设方面，与航海类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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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还是有区别，也就是说这么有名的且沿海省份的高校也没有建设好航海类专业学科，实为可惜。211
高校武汉理工大学在原有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基础上建设有航运学院，是教育部直属的 211 重点高校

中唯一具有航海类专业、从事航海教育及航海专业人才培养的大学。学校在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海事

管理等专业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其中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海事管

理、物流工程等专业被列入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有航海技术和海事管理两个本科专

业，有船舶与海洋环境保护、船舶与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技术二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开展研究生教育。

大连海事大学(原大连海运学院)是交通运输部所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是交通运输部、教育部、国家海洋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辽宁省人民

政府、大连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开设有与航海类专业学科相关的航海学院、轮机工程学院、船舶电气

工程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七个二

级学院，开设有航海技术专业本科、海事管理本科、航海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博

士)、海上交通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轮机工程专业本科、硕士，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船

舶电气工程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级别的教育，另外开设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本科、硕士和博士

三个级别的教育，自主开设有救助与打捞工程专业本科和硕士教育，并开设有船舶与海洋工程博士后流

动站。上海海事大学其航海类专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被调整到大连海事大学，从而导致上海海事大

学只开设有相关航海类支撑性专业学科如海洋运输工程材料与防护、海岸与海洋工程管理、交通运输安

全与环境工程等等专业和学科。作为由华侨资助创建的集美大学既非 985 也非 211 高校，它建设有相关

航海类的二级学院有航海学院和轮机工程学院，开设有航海技术、交通运输(国际航运管理)、交通运输(航
海保障)、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电子电气工程、轮机工程六个本科专业及船舶与海洋工程硕士、博士两

个层面的教育[9]。重庆交通大学的航运与船舶工程学院开办有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程、航海技术、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4 个普通本科专业，拥有船舶与海洋工程重庆市重点学科和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

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10]，为我国的西部航海人才的教育增添力量。近十年来，响应党和政府的海洋强国

战略，我国沿海地区相继成立了一些海洋特色性高校，如广东海洋大学的海洋工程学院开设有船舶与海

洋工程本科专业。浙江海洋大学顺应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迅速崛起，设立有船舶与机电工程学院，开设

有船舶与海洋工程本科、硕士两个层次的教育，并在积极申报该专业学科的博士点。烟台大学的海洋学

院开设有航海技术和轮机工程两个本科专业[11]，地处北部湾地区钦州市的钦州学院抓住机遇于 2018 年

成立了北部湾大学，开设有相关的海运学院和机械与船舶海洋工程学院，其海运学院开设有三个航海类

本科专业航海技术专业、轮机工程专业和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并于 2019 年开始招收专业型硕士研究

生，机械与船舶海洋工程学院开设有航海类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的本科和硕士两个层面的教育，并将该

学科建设成为了广西重点学科[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承担培养航海技术的军事人才，开设有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程、

舰船安全技术与工程、水声工程、船用材料与应用工程、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六个专业学科的本

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为我军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充实我国海军保家卫国的力量。中国人民解

放军大连舰艇学院开设有航海技术本科专业，为我国海军部队培养舰艇驾驶和维修等技术的高级技术与

指挥军官。 

4. 结论与展望 

可见我国开设航海类专业学科教育的高校有 985 著名的高校，也有 211 重点高校还有普通高校，从

分布看著名 985 大学一般集中在上海、天津、西安、哈尔滨四市，且这些著名高校航海类专业开设较为

俱全，且一般是本、硕、博三个层面甚至博士后流动站都建设有，历史悠久可以溯源到清末变法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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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为中用时代。而 211 高校除军事学院外一般发展源于建国以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高校院系专业调整后

的交通部所属六所本科院校，担任了半个多世纪的航海类专业学科人才培养的伟大使命，这些高校对于

航海类专业建设也历史较长，经验丰富，专业学科建设完善，有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层面的教育建设，

但名气不是太大。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末我国挖掘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海洋丝绸之

路的建设而新开设的一些高校或沿海一些高校抓住时机顺应国家的海洋强国建设战略而异军突起而迅猛

建设而成，这些高校所建设的航海类专业学科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急功近利、基础较差、存在什么

好招生就开设什么专业的趋向，一般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时间不长，也实力较差。 
但从当今我国加强海洋开发，实施强国强军和海洋强国战略以及一带一路的建设，特别是海上丝路

的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格局和数量，目前航海类专业学科高校教育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都有所欠缺，存在

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并应该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及策略。 
1) 分布不合理，西北工业大学的航海类专业学科建设非常完善和实力雄厚，但因无内河和沿海优势，

原本是西北工业大学的牛逼专业学科，在其本校已经滞后于其他学科专业的发展，相对于其本校其他专

业发展有所后退，落后于世界其他著名高校的相同专业学科的建设发展步伐！同样的现象在哈尔滨工程

大学表现在倒退，哈尔滨工程学院作为原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其船舶制造和船舶驾驶以及航海技术是在

世界都挺著名的，但也许同样因为这个原因，远远落后于其他高校相应专业的发展如武汉理工大学在该

专业学科的发展方面已经不再在其之后。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策略是有的，这些高校应该像浙江大学一样，在沿海一带找个适当的区域地

段建设一个相应的校区，将航海类专业和学科搬迁于该校区，大力发展航海类专业学科，充分发挥其原

有的优势和实力。 
2) 专业与学科建设较窄，对于航海类专业学科，人们只能叫出航海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

程、水声工程、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五个常规专业，但对于船舶驾驶、船舶工程技术、船舶与海洋结构物

设计、船舶安全与技术工程、船舶材料与应用工程似乎不太规范，有些是本校自主设置专业。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和策略是应该进一步规范和理顺专业、学科，对于一些校内自主开设专业

完全可以划归到本科、硕士及博士专业目录中来，并加强这些自主开设的专业、学科的招生教育建设工

作，做大做强做实，以丰富航海类专业和学科建设及教育成果和提升教育质量。 
3) 沿海占据地域优势的一些新建高校或新开设航海类专业学科的高校，应该抓住机遇，锐意进取，

重点倾向于航海类专业和学科的建设上来，加强相关专业学科人才的引进工作，迅速将该专业学科提升

到一个应有的高度，加大投入，扩大相关专业的招生数量和扩宽专业领域和提升教学层次，加快发展步

伐和发展内涵。 
4) 此外，对于海军航海类专业学科军事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培养高校较少，力量不足，满足不了目前

的加强海军建设的需要。所以，加大国防生的招生和培养力度和范围，扩大承担海军航海类专业学科军

事技术与管理人才的培养高校，以补充和弥补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两所军校的培养力量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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