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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适应中国交通建设企业“走出去”发展对国际化工程人才的需要,重庆交通大学与行业企业

开展了 10 年校企协同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围绕国际工程人才在工程知识、工程实践、工程管理三个

维度的能力素养,构建了短线定制“3+1”海外班、长线培养“1+3”国际工程班和柔性设置的“2+2”跨界

复合实验班等多样化校企育人模式。 通过校企协同选聘学员、设计课程计划、开设课程讲座、组织科技

竞赛、指导毕业实践、评价培养质量,形成互惠共赢的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 其间,为中国交建、中国

中铁、中国铁建等企业输送海外交通建设人才 3
 

500 余名,较好地满足了海外交通建设国际化、多样化和

高质量人才需求,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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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构建互联互通、
面向全球的交通网络;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为主体,推进与周边国家铁路、公
路、航道、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交通建设规模年均增长超过 20%。 牛津经济研究院《全球建筑

2030》预测,到 2030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筑业累计产值达 44. 6 万亿美元[1] 。 随着我国基础设

施建设高潮逐渐回落,国内工程建设力量过剩愈加明显,中国交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交通建设

骨干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海外业务贡献度和国际化经营指数快速增长。 蒙内铁路、亚吉铁路、
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瓜达尔港、喀喇昆仑公路、中马友谊桥、科伦坡港口城等一批重大项目,带动了

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走向世界,推动企业从工程承包转向资本、技术、标准、管理、运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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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输出,从产业链整合转向全球资产配置。
海外建设项目规模大、增长快、风险高,文化、法律、民族和风俗等影响复杂,交通建设企业向

“转产、转商、转场”转型,急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工程项目建设的土

木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内涵升级、领域复合、模式创新的新要求[2] 。 重

庆交通大学 2008 年与中交二航局创办了“海外项目管理人才班”,2016 年起先后与中交、中铁、中
建、中铁建、四川路桥等企业合作,以校企协同育人实验班为载体,探索构建了多元柔性、学科交叉、
动态优化的交通建设国际化多元人才培养模式。

一、交通建设国际化人才的特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地理、民族、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差异极大,普通技术型人才远不

能适应项目建设的要求,国际工程项目不仅是技术规范标准的不同,人才需求也不只是体现在语言

技能上[3] 。 国际化工程人才主要突出全面、复合的特点,需要更高的知识宽域化、能力复合化、素质

综合化,特别是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跨文化交流与协作能力[4] 。 面向土木、水利、建筑等相关专业

学生,通过开设校企合作实验班,培养适应交通建设企业国际化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人才需要,
突出“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复合跨界”的人才特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职
业素养、管理素质,较强批判思维、创新精神、学习能力、竞争能力,能够在国际交通建设领域从事项

目投融资、工程勘察、规划设计、建造技术、工程检测、项目管理等工作,具有跨学科工程实践能力、
跨文化交流协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交通建设工程与管理人才。 具体体

现以下三大特征。
“大交通”工程能力:以土木建筑为主干,以道路、桥梁、隧道、港口、建筑为重点,覆盖公路、水

路、轨道、航空交通,贯穿工程项目策划、融资、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管养全周期“工程链”,具备国

际交通建设工程实践与项目管理能力。
“大工程”职业素养:树立工程科学观、价值观、哲学观、系统观、生态观、伦理观、经济观、社会

观、法律观、安全观等现代工程观念。
“大格局”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懂得国际惯例,了解国际法律、文化、风俗,具有跨文化交

际、国际商务、交流表达能力。

二、校企协同育人三种模式

以“学生发展个性化、课程设置柔性制、校企协同全方位”为原则,校企协同创建了短线定制“3+

1”海外班、长线培养“1+3”国际工程班和柔性设置“2+2”跨界复合班三种校企协同育人新模式。
(一)短线定制“3+1”海外班模式

2016 年以来,从相关专业三年级选拔学生成为企业“准员工”,先后组建了“中交 PPP 项目管理

班”“中交地铁盾构班”“中铁国际工程班”“四川路桥国际工程班”“深港湾创新实验班” “中建四局

启航工程实验班”“中铁建国际工程后备人才班” “中铁十一局杨连第登高人才(国际)班”等实验

班。 开设跨文化交际、工程环境及可持续、国际工程招投标、FIDIC 施工合同条件、PPP 项目案例等

10 门校企合作课程,邀请企业海外工程专家开设专题讲座。 以企业国际化人才急需为主导,通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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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 年 10 门定制课程短线培养,为企业输送急需的交通建设国际化人才。
(二)长线培养“1+3”国际工程班模式

2018 年,与中国交建集团合作,基于 10 年“海外班”办学积累和课程资源,以培养“一带一路”
交通建设国际化人才为目标,以“大土木”“大交通”为特色,创办了“中交国际工程班”,校企共建道

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 邀请企业人力资源专家参与土木工程大类新生选拔,参与国际素养、国际

工程、工程管理 3 个课程模块设置和企业项目实践。 以高校系统化人才培养为主导,引入企业共同

制定专门培养方案,强化学生外语应用和国际工程能力的系统培养。
2018 年,与中科曙光合作,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从信息类专业大一学生中选拔学生,创

办了“中科曙光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菁英班”,设置国际素养、企业名师讲堂、企业专题课程、企业项目

训练、企业项目实战、科技创新与创业等模块,以交通为特色,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前

沿技术领域,探索个性化的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三)柔性设置“2+2”复合跨界班模式

与北京谷雨时代、中机中联、中煤科工等企业合作,以土木、建筑为主,吸纳水利、机电、管理等

专业学生,围绕建筑信息化、绿色化、国际化主题,柔性设置“BIM+创新实验班”,培养 BIM 设计复合

人才。 学生前两年选修数字技术基础课程,后两年设立 Supermarket 开放式学分,建立创新创业

Workshop 进阶式全程导师制,依托实际工程项目,开展“课程学习+技能培训” “学科竞赛+项目实

训”“创新引导+创业孵化”和“BIM+综合毕业设计”的持续创新能力训练。 以柔性开放、跨界复合为

主导,学生在原专业学习基础上,以多专业团队方式,引入企业项目资源,探索专业转型发展新模

式。 在课程设置上,充分体现柔性特点,根据企业的需求和管理、技术的发展,灵活设置课程、更新

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
与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合作,建立“桥梁艺术美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创

新平台,选拔艺术设计类学生创办柔性“交通+艺术”创新实验班[5] 。 一、二年级以创意训练为主,邀
请德国卡塞尔大学著名教授盖尔哈特·马蒂亚斯开设“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创意训练营,开设路桥

景观设计、桥梁工程与艺术美学等 9 门课程。 三、四年级开展“交通+艺术跨专业创意”项目训练,引
入东莞滨海湾大桥、南川大观服务区设计等 10 多个工程项目。 主办“桥梁艺术美学沙龙”,邀请港

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等 20 多位行业大咖做专题讲座。 同时,将毕业设计与“全国高速公路服

务区大赛”相结合,提升毕业设计挑战度。
(四)建立校企育人“四个协同”运行机制

在企业选才、学生就业、学校培养三方需求合力驱动下,形成交通建设国际化人才培养改革的

内生动力,形成校企定期会商、学生准员工契约、企业教师激励、课程动态更新、课程学分代换、毕业

生质量合作评价等运行机制。 通过“引企入教”搭建前沿微课、项目实践、创新竞赛,校企联合教学

“三个平台”,将企业经营理念、管理模式、项目经验、工程案例等优质资源全方位深度融入教学环

节。 构建了“四个协同”校企协同育人合作机制,协同设计课程方案、协同共建教学资源、协同开展

实践教学、协同评价培养质量,形成校企互惠共赢、共建共享、深度协同、持续优化的协同效应。
协同设计课程方案。 通过广泛征求企业人力资源和工程技术专家意见,突出国际化工程人才

的多元要求,协同拟定核心能力培养大纲,拟定“交通+管理+国际化”工程素养、工程实践、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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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程清单,商定专家讲座、项目实践、岗位实习、毕业设计等企业实践环节。
协同共建教学资源。 与企业共建实践基地 15 个,开发建筑信息模型建模基础等 10 门建筑数字

技术课程,在中国 BIM 知网上线。 建成“桥梁隧道全媒体数字资源”和港口 VR、港工 BIM+VR、桥梁

结构测试、复杂环境模拟等虚拟实验项目 28 项。 建成“桥梁结构动力性能测试虚拟仿真实训系统”
和“行为导向下的轨道站点建筑设计实验”等重庆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6 项。

协同开展实践教学。 邀请企业专家针对毕业设计开设工程案例 TBC 讲座,组织土木工程、安全

工程专业学生到企业项目部开展毕业实践。 “BIM+创新实验班”以企业实际工程项目为依托,开展

“BIM 多专业综合毕业设计”,提前进入设计院实战练习,毕业答辩委员全部由设计院专家担任。 开

展“黔渝滇桂五校联合毕业设计”,与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长安大学、华东交通大学和兰州

交通大学开展“TOD 导向下城市设计”联合毕业设计;与比利时鲁汶大学、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
黎巴嫩贝鲁特大学联合开展“三洲四校国际联合毕业设计”。 “交通+艺术”创新实验班开展高速公

路服务区毕业设计。
协同评价培养质量。 通过校企合作,建立实验班学生持续跟踪评价制度,开展人才培养质量周

期性评价,定期开展师生座谈、问卷调查、毕业生发展咨询指导,动态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

三、结语

近 4 年,校企协同国际工程人才实验班为交通建设骨干企业海外项目输送本科毕业生 600 余

名,学生能力素质受到企业赞誉,部分毕业生已成长为项目技术骨干。 调查表明,学生工作胜任度

达 97. 5%,用人单位满意度均超过 90%。 多元柔性的校企合作模式也越来越得到更多企业的认可。
交通建设国际化人才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改革,是行业背景高校校企协同育人的系统性、综合性

改革实践。 改革突破了以往的教育结构、教育边界、教育路径,在人才培养纵向上,企业专家参与了

模式设计、方案制定、学生选拔、合作教学、质量评价等人才培养全过程;在人才培养横向上,企业优

质资源转化为学生实践基地、教学案例、训练项目、毕业设计选题等,并为学生参与创新竞赛提供了

支持和奖学金资助。 企业专家与项目资源融入教学环节,对教师“教”和学生“学”的理念和方式变

革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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