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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调研报告

一、调研目的

为进一步优化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课程内容的更

新与改革，使专业与产业对接，实现产教融合，真正服务于交通行业，提高专业

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的就业率。根据调研结果，进一步对专业教学计划培养方案

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积极探索具有行业特色的专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途径。

二、调研内容

（1）交通行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划；

（2）交通土建类人才的社会需求；

（3）交通土建类专业毕业生去向和就业岗位；

（4）交通土建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人才所需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质量

要求；

（5）专业主要工作岗位、职业发展；工作任务及典型工作任务；

（6）专业职业岗位（群）及职业资格证书调研；

（7）用人单位对专业（群）核心技能要求和意见；

（8）毕业生对培养过程的意见和要求；

（9）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反馈意见。

三、调研结果

（一）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划：

据《国家公路网规划》，到2035年国家公路网规划总规模约46.1万公里，其

中国家高速公路约16.2万公里，普通国道约29.9万公里。而截至2023年末，我国

公路里程达54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近18.4万公里，普通国道通车里程尚

未查到明确数据，但可看出与2035年的规划目标相比，国家高速公路网还有一定

的建设缺口，普通国道的缺口则更大，大量的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设计、施

工、养护任务迫切需要大量拥有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的人才。随着公路建设朝着

规划高起点、建设高标准、工程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施工技术就成为当下业内关

心的问题。因为施工技术直接决定这道 路桥梁的工艺和质量， 伴随着近年来关

于道路桥梁负面新闻的增多，对于质量和施工 技术的问题已经成为时下公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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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问题。而提高道路桥梁的施工技术也是近年来， 行业内部不断研究的重

点。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在道路桥梁施工技术当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尤其是近年来， 伴随着高新技术的融入， 施工技术也在不断的革新。未来方向

主要是：

(1)施工技术的智能化；

(2)施工技术的节能化；

(3)加固方法与技术更新；

(4)现代化高科技管理。

(二) 道桥人才的社会需求：

路桥企业急需大量的工程项目施工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山西省是建

筑大省，在未来5～10年中建筑工程相关专业需求量达8万人之多。我院道路与桥

梁工程技术专业于2007年开始招生，此后招生人数逐年增加。该专业开办以来，

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原则，积极探索走“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之路，得到用人单位和同行的普遍赞誉和广泛认同。目前已有13届毕

业生，毕业人数达1600余人，就业形势喜人，就业率逐渐增加，在专业办学过程

中，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主动适应并满足了山西晋南及秦、晋、

豫三角区域经济和建筑业发展的需求，培养的学生专业基础扎实、专业技能过硬，

具有吃苦耐劳、讲诚信、讲团结的优良品格，尤其是适应施工、监理企业艰苦环

境的能力，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三) 专业调查分析

调查问题 主 要 结 论

交通工程建

设与管理对

人才的需求

状况

交通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发展模式粗放，工业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偏低，管理手段落

后；建造资源耗费量大，多数企业科技研发投入较低，专利和专

有技术拥有数量少；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一线从业人员技

术水平不高。

毕业生的主

要工作范围

交通土建施工现场测量员、施工员、资料员、设计辅助员；施工

企业进度报价；道路工程概预算；工程招投标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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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题 主 要 结 论

对开设课程

的建议

原开设的课程，基本符合职业岗位能力要求；

部分课程内容陈旧，理论偏深，学生学习的东西有的上岗用不上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入门”；

建议课程能按照岗位工作要求开设，特别要把行业规范、技术标

准引入教学；采用项目化教学，以工程施工图纸为蓝本，将整个

专业课程体系按照项目进程开发设计

毕业生首次

就业的主要

工作岗位

①施工单位：测量员、施工员、预算员、质检员、材料员、资料

员等；

②道路设计单位：设计辅助人员、制图员

对毕业生的

能力及素质

要求

①能够看懂绘制工程图纸；

②能够对工程量进行计算；

③能够熟练操作测量仪器；

④编制道路工程概预算，进行工程资料管理；

⑤能够对道路建筑材料进行检测。

学生顶岗实

习的困难和

问题

存在一定的不安全因素，如何解决安全问题应当研究解决；

应当解决顶岗实习的连续性，使顶岗实习的岗位“不空岗”，生

产“不断线”。

毕业生存在

的主要问题

不熟悉生产规范、技术标准，必须先培训才能上岗；

部分学生存在“跳槽”现象。

四、专业教学改革建设

（一）注重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

在调研过程中，企业强调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学生只有具备良

好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能根据企业需求进行自主学习。 实训基地建设要从能力

培养出发，以企业典型项目为载体，以工作任务为导向，实施教学做合一，做中

学，学中做，在教学做过程中，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综合能力和岗位能力

得到巩固和提高。

（二）加强校企合作，推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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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家提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犹如商品与市场的关系，畅销的

商品不一定是高档品，而是适销对路的产品。因此，专业的人才培养应该更好地

与市场需求接轨，特别是加强校企合作，推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紧密

依托行业企业，在明确专业的前提定位，从职业岗位工作分析入手，以岗位所需

知识能力为依据，进一步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校企

合作，推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学生岗位工作能力，不断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三）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是企事业单位对职业教育提出的又一点建议。

现在的学生虽然高考作文好、计算机应用熟练、外语通过等级考试，但自然科学

的文字功底浅，表现出归纳总结能力差、对事件或具体的工程技术状况表述不清，

甚至词不达意。虽然素质教育、文化氛围在高校也进行了多年，也加强了这方面

的建设，但如何实际的用在生产、开发和科学技术研究中的交流、总结中，还明

显不足。

（四）加强就业指导

调研过程中，企业特别强调爱岗敬业。企业反映，部分毕业生自身定位较高，

对就业发展缺乏正确认识，不安心本职工作，一旦没有达到要求就跳槽离职，造

成招聘和培养成本损失，甚至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建议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培

养学生养成爱岗敬业、竞争上岗和争当技术能手的意识习惯，加强学生职业发展

规划和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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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调研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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