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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升学考核指标和奖惩配套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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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院校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生源的不稳定、招生难、报到率低则

是较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且严重影响了职业院校的发展。本文从职业院校招生困难入手分析,简单

剖析了招生难的原因:就是初高中升学的考核奖励制度对职业院校招生的影响巨大。认为要实现

职普同等地位招生比例大体相当,必须改革当前中学升学考核指标和奖惩配套政策,提出将考入职

业院校的学生人数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指标等几点新建议,以期可以促进我国职业院校长期

良好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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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unstable
 

source
 

of
 

students
 

and
 

low
 

registration
 

rate,
 

which
 

affect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se
 

colle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enrollment
 

difficulti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reason
 

lies
 

in
 

the
 

deviation
 

of
 

the
 

evaluation
 

and
 

reward
 

system
 

i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or-
der

 

to
 

achieve
 

a
 

more
 

reasonable
 

enrollment
 

ratio
 

betwee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ordinary
 

colleges,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current
 

assessment
 

index
 

and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Finall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enroll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
 

order
 

to
 

pro-
mote

 

the
 

long-term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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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职业院校的定位是根据社会经济和政策环境的

不断改善,培养一批应用型人才,不是输送高级科研

人才,而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在教

学上更突出应用技术实践操作能力,而这一部分群

体则是国家实业发展的主力军。根据2019年全国

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总

量对比2018年减少了151所,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

仅仅增加了5所。而职业院校招生难、学生素质低、

报到率低已经成为长期存在的现象。生源危机给职

业院校带来的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何以积极的

策略来应对是每个职业院校的头等大事。

二、职业院校招生困难原因分析

(一)传统观念在源头上抑制了供给

中国社会“学而优则仕”
 

、“唯有读书高”的传统

观念,在源头上抑制了供给。过去为了出头寒窗苦

读,希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教育问

题在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在的家长们在

子女教育上也是煞费苦心,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更是

慎之再慎,在他们看来,如今这个社会,学校的名号

就代表了门面,就是在将来就业时候的敲门砖。为

了日后能够在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在子

女高考时会优先选择把子女送往普通高等院校就

读,中考时把子女送到普通高中就读,很少有家庭愿

意让孩子就读职业院校。普通家庭的观念认为职业

院校是培养工人、打工仔的,子女毕业出来就业没有

出路,只能在工厂打工。而普通高中毕业可以升读

大学、普通高等院校毕业才有机会从事所谓的坐办

公室的工作。甚至很多家长及学生的观念已经变成

了考不上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才会读职业院校。这些

观点不仅抑制了家长,也抑制了学生报考职业院校

的可能性。
(二)职业院校之间的不正当招生恶性竞争提高

了难度

职业院校每年会消耗大量的资源放在招生工作

上,但是生源少、质量差使职业院校之间的招生竞争

逐渐演变成了各个学校为了抢生源,彼此相互进行

不正当恶性竞争。招生难现在是各大职业院校共同

面临的问题,给职业院校提供生源则成了中介的一

门生意,各大职业院校为了学校招生,不得对招生贩

子给予一定比例的提成。发展至今,为了生源,各职

业院校对招生贩子的提成比例愈来愈高,推高了学

校的招生经费比例,加剧了职业院校招生的难度。
(三)普通高等院校的扩招加剧了冲击

在过去,能够考上职业院校的人都可以称为“精
英人才”,毕业出来都有好工作。如今,随着时代的

进步,教育发展阶段发生了改变,高中已经逐渐普

及,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大学生早已不

是稀缺人才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已经很大的

情况下,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坐办公室之类

的白领工作。

加之,近几年普通高等学校扩招,能够读普通高

等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不会选择读职业院校,扩
招导致了普通高等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大幅下降,现
在甚至200多分已经可以进入专科院校就读,使职

业院校的招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排挤和冲击。

三、初高中升学的考核奖励制度对职业院校招

生的影响

目前教育行政机构对普通初中、高中升学考核

的导向因素,也很大程度影响着职业院校的招生,导
致了职业院校招生难、学生素质差和报到率低。本

文重点探讨的就是教育行政机构对初中学校和高中

学校的升学考核指标奖励政策对职业院校招生的影

响。

教育行政机构针对初中学校升高中以及高中学

校升大学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政策。首先是下发考核

指标奖励高中学校高考学生分数进入“双一流”等一

本高校录取控制线的数量,其次是下发考核指标奖

励高中学校高考学生进入普通二本院校分数控制线

的人数。教育行政机构注重对普通高等院校学生数

量的考核,不仅对升一本院校学生数量设置了考核,

甚至对于考上普通二本院校都有奖励,都列入了数

量考核范围。同样的对于初中学校的升学考核,也
只注重考核奖励上重点示范性高中、普通高中分数

线的考生数量。而对高中、初中学校考上职业院校

的情况,即使上了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分数线,也
没有列入考核范围,也不给予奖励。

教育行政机构制定的考核奖励直接导致了普通

·2·

(2020)第2期                                         高职教育研究



初中、高中学校不愿意让学生填报职业院校就读,对
于升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院校落榜的学生,学校宁

愿劝学生复读再考一年,也不愿意分析利弊,引导学

生填报职业院校。这就成为了职业院校招生难、学
生素质差和报到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改革升学的考核奖励制度,优化职业院校招

生环境

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指出: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

等重要地位”,同时提出:“下决心解决一些长期制约

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为了改善职业院

校招生难、学生素质低、报到率低的实际问题,希望

通过改革升学考核奖励制度,来优化职业院校的招

生环境。
(一)将考入职业院校的学生人数纳入教育行政

部门的考核指标

现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奖励体系是只考核奖

励考入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而没

有对达到职业院校分数控制线的学生人数纳入教育

行政部门的考核。因此,建议教育管理部门完善升

学考核奖励体系,将考入职业院校的学生人数纳入

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指标。普通中学中考到达重点

中职分数控制线与达到省、国家示范性普通高中分

数控制线的,实行同等考核、同等奖励。普通中学高

考达到国家示范性高职或者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分数控制线的与达到“双一流”等
一本高校分数控制线的,实行同等考核、同等奖励。

普通中学高考达到二本录取分数控制线的人数,不
再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但是已经被国家示范

性高职或者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

划专业录取的,并已经报到的,按照“双一流”等一本

高校分数控制线的考核标准,同等考核、同等奖励。

职业院校是学生获得某种职业所需知识技术技

能的学校,毕业后步入社会也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人

才,但是因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之教育行

政部门的政策导向,使得现在不仅初高中学校及教

师在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不愿意推荐学校填报职业

院校,而且现在的家长及学生本身也对职业院校存

有偏见,不愿意就读。只有教育行政部门改革了升

学的考核指标奖励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初高中

学校及教师对于职业院校的偏见,保证职业院校拥

有与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院校相同的招生环境。
(二)允许职业院校高考中考超招生计划录取等

方式保证报到率

职业院校报到率低也严重影响了职业学院的生

源与发展。对于这一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新生报到率

低的问题了,甚至是在校生在经过一个寒假或暑假

之后也会出现辍学的情况。

部分高职院校就2019年新生报到率进行统计

和公开,部分知名度高、办学条质量较好的优质职业

院校,报到率能达到90%以上;对于多数知名度较

低、地理位置偏僻、规模较小的院校报到率就不容乐

观了,个别学校可能连60%都达不到。所以,保证

职业院校的新生报到率对于解决职业院校生源问题

也显得尤为重要了。

为解决职业院校新生报到率低的问题。建议根

据近三年的实际报到率,确定超额录取人数,使实际

报到人数与计划招生人数相当。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保证职业院校的生源输入。
(三)大幅调低普通二本院校高考招生人数

实业兴国,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

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

根基。国家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

而职业院校正是为国家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

地方。相反,普通高等院校着重于科学研究水平的

培养。毕竟国家的发展,做科学研究的人才毕竟是

少数,我们需要更多数的人为国家实体经济奋斗。

我国众多普通高等院校的科研能力水平参差不齐,

因此,我们只需要保留一部分重本院校继续走科学

研究方向的道路,其他普通高等院校例如本科二本

院校可以按照新增高等教育招生计划主要向应用

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倾斜的指示,大幅度调低普

通二本院校高考招生人数,允许普通二本院校兼并

职业中专学校,招收职业中专学生。

这样,既可以保证高层次人才继续从事科学研

究的工作,又能够保证充足数量的群体从事实体经

济,且可以有效保障职业院校的就读率与报到率。

五、结语

职业院校在我国发展至今,遇到了诸多问题,而
招生难、学生素质低、报到率低 (下转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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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彼得原理的内涵及典型征候,分别从历史、社会、组织和个人四方面分析彼得原理

存在的原因,彼得原理的存在使得公办高职院校工作作风懈怠、工作效率低下、挫伤员工工作积极

性、人力资源流失、影响高职院校战略发展。通过建立岗位胜任力模型、加强员工培训管理、完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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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and
 

typical
 

symptoms
 

of
 

Peter's
 

principle,
 

and
 

summarize
 

the
 

rea-
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Peter's
 

principle
 

from
 

four
 

aspects:
 

history,
 

society,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
 

The
 

slack
 

working
 

style
 

of
 

public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lower
 

work
 

efficiency,
 

employee
 

work
 

en-
thusiasm

 

damped
 

down,
 

los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checked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existence
 

of
 

Peter's
 

principle.
 

Peter's
 

principle
 

reversal
 

strategy
 

is
 

pro-

posed
 

by
 

establishing
 

a
 

post
 

competency
 

model,
 

strengthening
 

employee
 

training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internal
 

promotion
 

system,
 

and
 

implementing
 

a
 

broadband
 

compensation
 

system.
Keywords:

 

Peter's
 

principle;
 

public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rm;
 

internal
 

promotion;
 

reversal

·4·



  人力资源是高职院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

素,能否科学地选人、用人、能否在人力资源内部晋

升中做到知人善任、扬长避短、量才适用,是高职院

校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成功与否的关键。在这方

面,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劳伦斯·J·彼得提出的“彼
得原理”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彼得原理及及典型征候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劳伦斯·J·彼得提出的“彼
得原理”,即在实行等级制度的组织中,每个组织成

员都会晋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那一级①。彼得之所

以提出这一理论是因为,他发现在组织中存在比比

皆是的平庸无能的组织管理者,通过对数百份典型

案例的分析和研究,他提出了“彼得原理”。他认为

“彼得原理适用于所有组织”。他还有一个假设:组
织为了使员工孜孜不倦的追求,激发员工做出更大

成就,就会提升那些胜任原先岗位的人,以激发他们

更加优秀,这样胜任新工作的人又会被提升到更高

岗位,直到他不能胜任该岗位为止。那么组织的工

作就会由那些尚未被提升到其无力胜任的那一职位

的人来完成。彼得原理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组织

的等级机构中有足够等级提供员工提升。第二,组
织成员有足够时间去完成这些提升。

在组织中,人们为了获得快速提升往往使用两

种方法,分别是“拉”和“推”。所谓“拉”就是指“组织

成员通过与等级制度中其职位在其上面的一个人的

血缘、婚姻或熟人关系”而得到提升②。所谓“推”是
组织成员对人员培训和自我完善那种变态兴趣中显

现出来③。彼得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推”的力量往

往被夸大,因为“论资排辈”的反作用会抵消“推”的
力量,而“拉”的力量则受“论资排辈”影响小得多。

由于存在彼得陷阱,那么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

学会透析彼得原理,发现不称职者的种种现实表现。

管理学家德莱尼列出了不能胜任工作者的典型征

候:总是说“我太忙了”;过分关心细枝末节,抓不到

点子;不知道应该干什么;过于敏感和不安;工作津

贴问题;逃避责任;急躁和软弱。以上这些表现只能

揭示一个事实:这些人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岗位,会
寻找种种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另外在我国高职

院校内部晋升过程中,除了预防“拉”或“推”的危害,

还需要特别重视“论资排辈”带来的消极影响。彼得

原理给高职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启示:就是要辨别什

么是“无能之人”,因此掌握无能干部的征候,是预防

用人失误的重要前提。

2.彼得原理在高职院校存在的原因

高职院校教师内部晋升出现问题的原因既有个

人因素,更重要的是教师作为社会组织系统的一员,

我们更需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系统的

观点进行分析。公办高职在2017年《事业单位分类

改革方案》中明确被划分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事
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事业单位岗位

主要有管理岗、专业技术岗、工勤岗三类④。本文研

究的晋升是指管理岗位的晋升,主要是按照等级晋

升,事业单位现行的部级正职、部级副职、厅级正职、

厅级副职、处级正职、处级副职、科级正职、科级副

职、科员、办事员依次分别对应管理岗位一到十级职

员岗位⑤。彼得原理之所以在高职院校出现,与教

师在组织内部的发展路径相关,高职教师发展更倾

向于管理岗位,为彼得原理的出现提供可能性。

2.1 历史原因分析

我国的高职教育办学历史较短,自1980年初期

开始建立职业大学,到1999年全国教育大会“大力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但是,高职

院校多是新办、合并和中专院校升格而来,还未形成

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组织文化,教师的技能价值不能

满足。受传统“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高职院校存

在“教而优则仕”的文化,教师们会争取进入管理岗

位获得职位权力,职位权力会因其所处的岗位而对

学校和其他教师进行影响和控制,使老师获得内在

成就感和价值满足以及对重要资源的不对称控制,

不但包括行政权力还包括学术权力。

2.2 社会原因分析

2019年教育部发布的职教20条明确高等职业

教育是类型教育,但是在招生中仍然按层次进行招

生,录取批次排在本科之后,仍然是成绩差的学生才

能读高职,高职毕业生由于是专科学历,在报考国家

公务员、事业单位、国营企业资格审查的时候就被拒

之门外,类型教育与分层招生和就业这对矛盾导致

社会对高职教育仍然存在歧视,难以改变社会观念

中的“末流高校”认知。由于高等职业学校在社会观

念中受到歧视,教师发展的平台受到严重限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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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本科高校教师在社会受尊重程度较高,高职教

师也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

2.3 组织原因分析

教师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组织,就像鱼儿离不开

水,但是组织也会限制教师个人的发展。一方面由

于社会对高职院校存在歧视,是高等院校中的末流,

导致高职学校内部教师难以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

大咖,限制教师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高职院校教师

不能像本科高校教师一样通过科研成为大咖,他们

便会转向校内发展,从事专业技术岗位的教师出现

低成就感,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评价下

降,自我效能感丧失。高职教师继而转向管理岗位,

寻求领导职务,导致高职院校存在“重行政、轻教师”

的组织文化,使得彼得原理在高职院校出现成为可

能。

2.4 个人原因分析

高职院校教师在录用门槛上相对本科高校降

低,一般是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学历,而本科高校一般

要求具有博士学位,使得高职院校内部教师知识水

平不及本科。与企业员工相比,高职院校教师自身

实践工作能力欠缺,专业技术岗给一线教师带来的

成就感不强。公办高职的事业单位属性给教师的稳

定、舒适感也降低教师的危机感和自我奋斗,教师缺

乏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因此,高职院校教师为了

寻求自我满足和个人成就感,倾向于转向管理岗位。

3.彼得原理给高职院校带来的危害

根据彼得原理的理论描述和实践观察发现,在
公办高职内部存在不胜任岗位的管理人员,将人用

错地方,给学校带来重大危害。

3.1 工作作风懈怠

工作中追求积极上进,无可厚非,更是一种优秀

的品质,关键是做到“量才适用”和“人岗匹配”,使自

身能力满足岗位任职资格,这样才会充分发挥人力

资源管理的效能。但是由于彼得原理的出现使得部

分管理者上升到自身不能胜任的岗位,之所以能够

得到晋升,既有“拉”的作用,即运用自身的“血缘、熟
人、婚姻关系”助自己一臂之力。也有“推”的作用,

更会受到“论资排辈”的严重影响。由于自身不能胜

任本职工作,这类人员往往会在工作中表现出“过于

敏感和不安”,对于别人的建议或批评,潜意识往往

表现出排斥,他们对工作十分害怕,嫉贤妒能,压制

创造性员工的发展。还会表现出“逃避责任”,这类

人员工作中往往没有责任担当,因为害怕出现失误,

就会逃避工作。除此还会表现出“急躁和软弱”,由
于自身能力不足,面对不能胜任的工作压力就会表

现的急躁易怒,缺乏自信,并且会极力掩饰自身的拙

劣表现,给组织工作作风带来消极影响。

3.2 工作效率低下

根据彼得原理理论“组织中等级层次的增加确

实是因为组织对工作效率的追求,那些业已被提升

到无力胜任的那一级职位的人正在拼命寻求着解决

自己力不从心问题的方法”⑥。由于这些人不能胜

任更高一层次工作,导致工作中效率下降。一方面

工作中“过分关注细枝末节”,混淆工作中的目标与

方法问题,方法终于目标,工作中缺乏创造性,一味

的服从与机械式的执行。这些不能胜任工作的人为

了装饰,更是为了掩饰自己,就会把大量时间和精力

花在无意义的细枝末节中,工作中不能区分轻重缓

急。因为不能对组织发展带来实质帮助,更多关注

细枝末节的表面工作,导致他们总是说“我太忙了”。

其实,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导致工作

“繁忙”却效率低下。

3.3 挫伤员工的积极性

根据领导理论,领导的权力来源有职位的权力

和领导者个人的权力。领导权力的表现形式有正式

权利和非正式权力。领导主要是指导和影响组织成

员,为实现期望目标而努力的过程,其核心是通过个

人魅力和个人专长权等个人影响力使员工追随或服

从。高职内部有部分领导陷入了彼得原理,通过

“拉”或“推”的方式到达自身所不能胜任的岗位,严
重打击那些能力突出、工作积极、具有创新性的员

工。另外这部分领导由于虽不能胜任领导工作,但
是却取得了该岗位的职位权利,在管理工作中主要

运用法定权、奖励权和强制权进行管理。由于不能

胜任该岗位,这部分领导的个人专长权、个人魅力和

个人影响权无法发挥效应,不能使员工自愿追随或

服从,使得员工工作内在驱动力降低,严重挫伤员工

的工作积极性。

3.4 导致人力资源流失

既然工作中职位的晋升主要靠“拉”或“推”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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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那么一方面员工工作中就会努力学习、认真工

作,甚至表现的有点“变态”。另一方面,员工也会利

用自身的“血缘、熟人和婚姻关系”“拉”自己一把,在
彼得看来“推”的作用被夸大了,更加突出“拉”的作

用。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是属地管理,学校教师更多

的“血缘、熟人和婚姻关系”的“拉”的作用体现会更

加突出。人才选拔的标准不再是“唯贤是举”,不具

备“血缘、熟人和婚姻关系”的人才便会遭到排斥。

由于这部分领导不能胜任工作需求,帕金森定律便

会发挥出效应。帕金森通过对组织无效活动调查和

分析提出了关于组织机构臃肿的原因便是帕金森定

理。帕金森认为从本质上看组织机构之所以臃肿是

因为掌权者的“嫉妒病”,即二流水平的领导者会想

法设法使下属成为三流水平的人员、三流水平的领

导者会想法设法使下属成为四流水平的人员,以此

类推,组织中的人也会变得平庸,组织也变成了平庸

的组织,最终导致优秀的人才由于不甘于平庸而流

失。

3.5 阻碍组织战略发展

上述提到由于彼得原理使得“无能之辈”处在领

导职位,而由于这些“二流”水平领导导致组织机构

臃肿,组织内部员工缺乏变得平庸,工作作风懈怠、

员工积极性不高、人才流失等使得组织缺乏创新和

变革的勇气与能力。社会、经济、技术革命给高职教

育战略转型与升级提出挑战,民办教育、应用性本科

教育更挤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因此,高
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理性“识人”、“用人”,才
能助推高职教育战略发展。

4.高职“彼得原理”的逆转策略

4.1 建立岗位胜任力模型

胜任力模型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基础,通过

建立岗位胜任力模型,给学校提供一种符合岗位胜

任力的标准,依据标准对员工的内部晋升进行选拔、

考核、培训和管理,做到选拔任用干部“有据可依”,

避免“萝卜坑”式晋升。关于胜任力模型的研究很

多,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者。河北大学

的白璟(2013)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高校中层干部

胜任力模型进行了研究,他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形

式得出高校中层干部胜任特征包括“关键能力、基础

能力和核心能力”三个层次以及六项维度⑧,从而构

建出了高校中层干部胜任力模型。高职院校有自身

的生存环境和组织文化,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干部

能力需求也不相同。因此,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有必要进行胜任力模型研究,构建适合高职院

校自身特征的岗位胜任力模型,这是逆转彼得原理

的基础。

4.2 加强员工培训管理

培训管理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通过对

高职院校内部师资的培训与开发,提升员工的素质

和技能,以达到所从事或将要从事岗位胜任力的需

求,使自身效能得到充分发挥。对于高职院校内部

进行培训需求分析,对不同类型员工进行针对性培

训。一方面,加强师资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引导教师

依据自身能力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除了领导干

部岗位,重点向专业技术岗位发展,在自己专业领域

有所建树,成为行业翘楚或行业工匠。另一方面,对
于即将晋升的员工除了加强员工政治思想素质和业

务培训以外,重点加强管理和领导能力培训。高职

院校干部来源主要是专业技术岗,这类教师专业知

识丰富、业务能力强,但是缺乏系统性的管理理论和

管理能力训练,不能满足管理岗位胜任力需求,依据

胜任力模型加强培训才能适应新的管理岗位需求。

最后,对于已经上升到管理岗位的教师,除了加强其

管理能力培训外,更加注重运用绩效考核手段,发现

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进行开展有针对性培训,以达

到改进提升的效果。

4.3 完善内部晋升制度

当组织出现岗位空缺时,内部招聘是补充人力

资源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提拔晋升、工作调换、工
作重换、人员返聘等形式。内部晋升是高职院校选

择干部的关键渠道,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工作士气,提
高招聘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可使学校的培训投资

获得回报。但是由于彼得原理的存在,导致有的员

工无法胜任管理岗位的需求。因此完善内部晋升制

度至关重要。第一,加强内部晋升的公开性和透明

化,让符合条件的教师都有机会应聘,学校在应聘者

中“优中选优”,堤防暗箱操作等“拉”的作用。第二,

优化高职院校内部师资的整体结构,提升人力资源

整体素质,以防“矮子里拔将军”。第三,引入人才竞

争机制,探索人才流通渠道。为了避免“彼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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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按照党中央《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

若干规定(试行)》“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

4.4 实行宽带薪酬体系

宽带薪酬策略是薪酬管理的方法之一,是对传

统的大量等级层次垂直薪酬结构的一种改进或替

代⑦。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宗旨是教书育人,专业

性技术人员成为高职院校发展的主体力量,公办高

职院校管理干部《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

规定管理岗位有限,经常会遇到职业“天花板”,因
此,可以建立“Y”型职业通道,对教师的职业发展进

行引导,促使其在专业技术职务上有所发展。通过

岗位薪酬体系、技能薪酬体系和绩效薪酬体系的综

合运用完善宽带薪酬体系,注重专业技术职务薪酬

待遇,使教师即使不在管理岗位也能按劳获酬。通

过宽带薪酬体系设计可以有效激发高职院校专业技

术人员主体的工作积极性,促使学校专业发展,具有

领导管理才能的人发挥行政服务作用,不同类型的

教师各得其所,齐心协力,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效能,

促进学校战略目标的实现。

5.结束语

社会、经济、技术革命给高职教育战略转型与升

级提出挑战,教师是高职院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资源,但是在高职院校内部存在“彼得原理”。高

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者科学地选人、用人,能否在人

力资源内部晋升中做到知人善任、扬长避短、量才使

用,成为避免“彼得陷阱”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

过建立岗位胜任力模型、加强员工培训管理、完善内

部晋升制度、实行宽带薪酬体系四方面提出彼得原

理逆转策略。但是研究只提供解决思路,高职院校

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对每种

策略进行精细化研究,才能发挥实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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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只有保证了职业院校的生

源,才能有效的发展职业院校,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

层次,促进学校的良好发展,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应用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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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示范”到“优质”再到“双高”,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快速发展、不断壮大,已经占据中国高等教育的

“半壁江山”,更形成了世界第一的规模,成为全球最

大的职教体,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道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再次起航。虽然中国和韩国都有

相同的东方文化背景,但由于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等

的影响,导致中韩职业教育各具特色和各有千秋,中
韩两国职业教育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职业

教育在注重内涵建设的同时,也可以借鉴韩国高等

职业教育的发展经验和成功之处,通过探讨和揭示

中韩两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中的重大的、带全

局性的规律性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而反思中国高等

职业教育存在的劣势以及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从
中国特色的社会大背景下进一步对我国的职业教育

进行宏观的理性思考与实践探索,提升职业教育理

论研究层次,进一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积
极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一、中韩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比研究的意义及

现状

(一)研究意义

1.
 

从“职教大国”迈向“职教强国”,需要高等职

业教育加强“内涵建设”

纵观世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然成为国家竞

争力的重要支撑。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有利于国

家供给侧的改革,有利于保就业、惠民生和加快信息

化、农业现代化,有利于为经济的转型发展创造更大

人才红利,有利于加强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满足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职业院校基础能力显著

提高,产教结合、校企合作不断深入,行业企业参与

不断加强,成为全球最大的职教体。但是,我们必须

清醒地看到,我国职业教育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职业

教育社会地位、人才培养质量以及职业教育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能力等亟待提升,“职教强国”尚未形成。

反观我们的近邻韩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职业

教育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助推,“职教强国”已
然建立。对中韩两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特
点等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借鉴学习韩国先进经验和

科学模式,从而加速我国“职教强国”建设。

2.
 

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需要高等职

业教育“修炼内功”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的

关键时期,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过程

中,社会急需大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而高等

职业教育正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来

源,高等职业教育“内功修炼程度”关系到为经济转

型升级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的战略问

题。借鉴韩国先进经验,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进而满足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需要,实现

从依靠“人力”到依靠“创新”“技术”等。

3.
 

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需要构建“全球

职业教育共同体”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倡议的提出,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不可

阻挡的潮流与发展趋势,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

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肩负着培养国际化人

才的重任。但由于缺少相应的政策以及战略眼光,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普遍偏低,因而如

何建立符合高职院校特点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是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正视与解决的重要问题,

也是高等职业教育是否能激发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关

键所在。加强中韩高等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有利于构建“全球职业教育共同体”,为高等职业教

育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和发展路径,培养

出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一带一路”发展需求的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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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需要高等职业教育

“向外看”

在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不应仅仅

将眼光局限于国内,应更多的“向外看”,学会取长补

短,消化吸收。韩国高等职业教育推动韩国从一个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到位列发达国家梯队,成
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全球先进的职教体之一,

并创造了闻名世界的“汉江奇迹”,其在发展高等职

业教育的许多做法、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在借鉴的

基础上,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出

发,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的重要战略选择,科学合

理地规划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走具有中国特

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二)研究现状

通过前期对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发展,目前学

界对于韩国高水平职业教育助推国家经济起飞的经

验有较多研究。例如,林正范、余祖光等学者对韩国

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进行了研究,杨金梅、贾德民等学

者对韩国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梁希民

等学者对韩国职业教育与工业化进行了研究,卢晓

春、李明慧等学者对韩国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

进行了研究,黄日强、黄勇明等学者对韩国职业教育

立法特点进行了研究等等。但对于中韩高等职业教

育发展对比研究欠缺,已有研究也更多的从宏观的

角度、共时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将宏观与微观、理论

与实践有机统一,共性与个性、历史与现实、协调与

适用相结合的研究较少。

二、中韩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比研究的主要内

容

(一)发展历程

尽管韩国的职业教育跟中国的职业教育一样经

历过低落期,但韩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中
间未曾经历过严重挫折且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

建立起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反观我国的职业教

育之路却并不一帆风顺,经历了大起大落甚至是停

滞,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职业

教育体系,到90年代职业教育发展才逐渐规范化。

从职业教育立法历程也足以管窥中韩高等职业教育

发展历程的不同。

韩国始终坚持“依法治教、依法促教”,国家和各

地方政府都重视职业教育法及相关法律的建设,从

1949年颁布明确职业教育基本原则的《大韩民国教

育法》,先后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科学教育振

兴法》《国家技术资格法》《职业训练法》《职业训练基

本法》《职业培训法》《关于产业教育和产业协调促进

法》《职业培训资金法》等一系列高等职业教育的法

规及其相关法律化政策,为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发

展提供了具体的法律指导。我国职业教育跟韩国职

业教育的起步时间几乎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但
直到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这一部

法律的颁布,我国职业教育的立法才开始走上轨道,

这意味着有几十年的时间,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无

法可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相继出台了《国务院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

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

见》《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决定、意见和

方案,上述文件更多的是制度性的指导性文件,而不

是从国家立法层面出台的法律化政策。近期国家将

进一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将会为

规范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二)管理归属

韩国的职业教育实行统一归属管理,归属于韩

国政府,2001年为确保整体地、系统地推进“人力资

源政策”改组的“教育人力资源部”。我国的职业教

育实行分口管理,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的管

理和组织领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及其授

权的单位负责职业资格的认定和证书颁发。
(三)办学主体

韩国的职业院校除公立以外,私立或财团办职

校占相当大的比例。韩国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

学,实行民间兴办、财团自办、政府扶持的多元办学

体制。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举办者主要是政府,

大多数高等职业教育属于公办性质,资金来源于政

府财政拨款。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有利于缓解政府的

财政投入压力,更好地调动、激发办学主体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四)社会地位

在韩国,大众对高等职业教育全民接受,学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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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就读高职院校是无奈的选择,这得益于韩国政

府多方位持久的努力:一方面,韩国政府通过各类举

措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改变民众观念和增强

外在吸引力,如20世纪50年代实施了《国家技术资

格法》,对获得技术资格者给予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待

遇,并在就业、海外进修、资金、服兵役等方面给予优

先照顾;另一方面,韩国政府通过完善职业教育体

系、发展产教融合、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等增

强职业教育核心竞争力和内部吸引力,如20世纪

90年代,将职业高中2~3年的职业教育课程与专

科大学(2年+2年)、开放大学(2年+4年)等大学

的教育衔接起来。在我国,社会上对高等职业教育

仍存在误解,鄙薄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职业教育容易与不聪明、不努力等负面词汇联系在

一起,许多家长认为只有上普通院校才算“正途”,很
多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自我认知低,他们以被淘汰者

自居,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的发展。出现这些现象与我国现有的招生制度、

社会媒体报道力度不够、高等职业院校自身发力不

足、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不完善等都密切相关。
(五)职教体系

韩国职业教育经过几十年的成熟发展已构筑起

由学校系统职业教育和非学校系统职业教育并举发

展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其中,学校系统职业教育

分为高中以前的职业教育和高中以后的职业教育两

个板块,高中以后的高等职业教育又由专门大学、技
能大学、产业大学、产业研究院组成,覆盖专科层

次—本科层次—硕士层次—博士层次;充分重视和

发挥非学校系统职业教育的作用,已形成了公共职

业培训、企事业内职业训练和认定职业培训等三个

系统。除构筑起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外,韩国高等职

业教育还注重与高中以前的职业教育和普通大学的

联动,实现教育课程相互衔接,确保学生在成长路径

上课程差异“瓶颈”被打破,实现了知识和技能学习

的连贯性。

在我国,尽管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年)》总体目标中提到“体现终身教育

理念”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中提出“职业教育要与终身学习对接”,但不可否

认的一点是我国终身职业教育体系仍处于萌芽阶

段,终身职业教育的理念尚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

推广,且在终身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我国目

前主要依靠的是职业院校,对非职业院校在职业教

育和培训中的作用发挥重视程度不够,非职业院校

也未与职业院校之间形成良好的相互沟通。虽然目

前我国已通过3+2中职计划、高职对口本科、联合

办学等途径打通了中职院校与高职院校、高职院校

与普通大学的“互通”路径,但由于名额少、课程尚未

建立起良好的相互衔接关系等原因导致中职院校学

生在进入高职院校后、高职院校学生在进入本科院

校学习时容易遇到学分转换、知识无法衔接等“瓶
颈”。虽然我国目前已通过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的方

式提升了高职院校的发展层次,但在硕士层次和博

士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上仍处于“空窗期”且
由于本科职业教育这一层次在我国仍处于“初创

期”,如何在确保自身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实现院校发

展的突破是升本高职院校必须思索的问题。
(六)师资队伍

韩国高职院校的师资分为三类:一类是正式的

在编教师,此类教师学历为博士且有长时间在教授

专业相关企业的工作经历;二类是聘用制教师,此类

教师为年聘制,最长聘用年限不超过五年,聘用期间

享受带薪休假;三类是时间制教师,此类教师按照课

时付费,不享受带薪休假。无论是哪一类教师,大多

数教师都有自己的第二职业或者企业等,都是直接

从事生产、经营或者管理的人员。我国高职院校的

师资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教师,二类是兼职教师。

正式教师大多为本科学历,有些教师为专科学历,研
究生学历人数近几年呈现逐渐增加的态势,博士学

历的教师占较低。兼职教师有来自企业、行业的工

作人员,也有来自其他高校的人员,这些教师存在一

定的不连续、不稳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

量。无论是哪一类教师,“双师型”教师占比仍较低,

仍以无企业经验的教师为主或者只参加过项目应用

的教师为主。
(七)人才培养

1.培养目标

根据韩国《高等教育法》(1998年)的规定,高职

教育办学目标是:“教授和研究关于社会各领域的专

门知识和理论,提高才能,培养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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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职业人才,强调实用型,具有多技能技术,要求

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拥有独立思考的思维能力和

丰富的想象力,并具有独立设计、制作的行动能力、

精巧的手艺,培养在产业社会里能够拥有基础技术

能力和设计能力、熟悉尖端的技术、具有能够独立制

作产品的全能技师和拥有创造感的技术工程师。”从
上述表述,可以得出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就

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之路大

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1年—2000年,

这一阶段人才培养目标为“高级操作人员”,出自《国
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指出的

“积极推进现有职业大学的改革,努力办好一批培养

技艺性强的高级操作人员的高等职业学校”;第二阶

段为2000年—2018年,这一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

为“高技术人才”,具体目标为《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

育人才培养工作意见》中指出的“培养拥护党的基本

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

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

才”;第三阶段为2019年—至今,这一阶段的人才培

养目标为《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

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的“构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

2.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是关系到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能否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韩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中通

过日常教学管理、校园文化建设、德育建设、人文素

质教育等多渠将职业训导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管理

过程中,进而培养学生高尚的职业道德、创新的职业

精神和高度的职业认同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人

才培养的过程中对职业素养的培养是有缺失的,高
职院校普遍存在校园文化建设落后、德育建设滞后

以及人文素质教育敷衍的问题,学生职业道德和职

业精神存在一定的缺失。

3.培养过程

韩国高等职业教育在1988年就开始了人才培

养的“顾客导向”(CE)定制模式,即“将企业作为顾

客,与企业在人力、物力资源上合作,改造教育环境,

按企业需求人力的数量、规格和具体专业特长培养

人才”。除了采用“顾客导向”(CE)定制模式外,韩
国高等职业教育还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体现在:一般

基础课程的学分占总学分的20~30%,专业课程占

70~80%;专业课程的理论课和实用技术课(包括实

验实习)各占50%,学分的计算办法为讲课16学时

为1学分,如果是实验、实习、体育等,每32学时为

1学分;教、学、做一体化教学。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职院校也在校企合作的基

础上开展“订单班”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所谓“订单

班”式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学校通过调查了解企业相

关专业的需求,有目的的与其建立定向的合作关系,

并且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享师资、设备、

技术等资源,签订订单协议,共同负责学生的培养和

就业。在这一人才培养模式上,中韩两国是一致的,

都充分发挥了“产学合作”。但在实践教学环节,两
者存在较大差异。虽然在《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

件中要求“实践性教学学时原则上占总学时数50%
以上”,但在实际过程中,受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我
国大部分高职院校目前的实践教学课程设置存在如

下问题:课程安排上,基础课程占比较大,且低年级

阶段专业课程介入较少;课时安排上存在重理论轻

实践的现象,理论课内容过多过深过广,实践课程课

时相对较少;理实一体化教学贯落实力度不够,部分

实操性强课程因各种因素无法进行实践教学。
(八)产教融合

1.产教融合成熟度

韩国自1968年起开始推行产 学 合 作 政 策。

1973年修订《产业教育振兴法》专门规定了产学合

作的具体内容,文教部并于同年新设产学合作科,全
面负责产学合作的工作。这说明韩国从一开始就十

分注重产学合作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作用并通过立

法、设置机构等途径推动产学合作在专业设置、专业

人才培养等过程中深度融入。近年来,产教融合在

我国国家政策中被反复提及,并先后颁布了《关于引

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

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等专项实施方案和意见以推动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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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在我国的发展。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发展迅速,然而,我国职业教育在产教融

合发展一直面临不少制约和瓶颈,高校教学一直存

在与企业实际应用脱离的难题。

2.产教融合导向

在韩国,产教融合首先表现在专业设置与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的产业结构相对接,政府在两者的对

接中起宏观调控作用,统筹协调职业院校专业设置,

确保其与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主导产

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等紧密结合,以
产业结构为依据设置专业,培养出产业发展所需要

的人才。除此之外,政府还在职业院校的专业动态

调整中发挥着杠杆作用,确保产学紧密结合,不“掉
队”。其次,韩国的产教融合还表现重视发挥产业在

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以及教材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根
据发展时期不同及时调整校企合作政策和创新校企

合作新模式,重视区域职教集团的发展等方面。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

见》中指出深化产教融合的目标是“逐步提高行业企

业参与办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

企协同育人,用10年左右时间,教育和产业统筹融

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总体形成,需求导向的人才

培养模式健全完善,人才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重大

结构性矛盾基本解决,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发

展和产业升级的贡献显著增强。”从此段表述中,可
以看出在我国产教融合更侧重于行业企业参与协同

育人,专业设置、专业动态调整如何跟行业、产业契

合尚未有明确标准,产教融合怎么做、做成什么样更

依赖于行业、企业、学校三者的主观能动性,政府未

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九)发展趋势

虽然韩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很成熟,但随着韩

国人口的减少以及韩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放缓,韩国

高等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前景不容乐观,面临着生

源减少、财政投入不足、学生就业率下滑等问题。尽

管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现在还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
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实施,加之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

划”)启动、高职院校扩招等一系列举措的出台和我

国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加,我国

高等职业教育必将迎来“黄金时代”。

三、中韩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比研究的启示

(一)发展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

要问题。”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指出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既然

高等职业教育是不同于普通本科教育的一种教育类

型,在发展定位上就不能跟普通本科教育一样以培

养学术型人才为根本任务,应根据国家对各类教育

人才培养赋能要求,以培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需

要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为根本任务。在发展过程中,高职院校要做到

以下几点:一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职业教育的

各项方针政策,做到发展规划不偏轨且在国家大政

方针的指导下,结合本校实际制定一系列政策、制度

等顶层设计,转变盲目扩招发展、盲目攀高升格倾向

的观念,坚持“质量为先”;二是转变求稳的发展理

念,敢于突破现有局面,找准学校在区域经济和行业

发展中的位置,探索特色发展之路;三是坚持立德树

人,将德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始终,注重学生职业素养

的培养,使其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四是加大人才培

养模式的改革力度,以就业为导向,突出就业技能训

练,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使其能适应岗位的

多重要求;五是坚持学制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的技

能人才培养培训结构,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

使校内外相互贯通衔接,将技能人才发展通道由“小
闭环”变成“大闭环”;六是构建职教内部成员的交流

平台,提高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高职教育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吻合度。
(二)办学模式

参照韩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经验,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的办学模式必须进行改变。2019年2月13
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

“经过5年至10年左右的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

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

格局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

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这一政策无疑

为我国全面深化现有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提供

了方向。要全面深化高等职业教育现有办学模式,

必须构建政府、企业、学校协调互动的职教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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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作为政府,应加快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试
点社会力量通过购买、承租、委托管理等方式参与公

办职业院校改革;深化“引企入教”改革,支持各类企

业依法参与校企合作,促进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

环节,鼓励行业骨干企业联合职业学校共同组建产

教融合集团、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平台,推广

“校中厂”“厂中校”等联合办学模式;要完善职业教

育体系,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大量涌入建立平台;

参照韩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制,根据我国实际情

况逐步建立起以院校认证、专业认证以及特定目的

评估项目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估制度,确保高等

职业教育长远有序发展。作为企业,要主动深入参

与产教融合,主动与职业院校交流和对接,深入参与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实习标准等的制定之中,在
现有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创新校企合作模

式,加大职业培训、实训基地的合作力度,努力与高

职院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态势,

实现技能人才培养的企校并轨。作为学校,要立足

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认真研究自身特点和优势找准自

身定位,按照“紧贴市场、紧贴产业、紧贴职业”的原

则加强专业调整和更新,形成适应区域经济产业的

转型升级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专业架构,着
力形成一批重点发展的优势专业、“即插即用”的短

线专业和重点培植的特色专业,并从实际出发研究

老专业的发展方向,明确新内涵、调整新定位、发挥

新作用。
(三)课程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不等同于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

最终要与企业匹配,因此教育理念、技能培养都要与

企业有机融合。借鉴韩国“顾客导向”培养模式和课

程I体系建设经验,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今后的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建

设上,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接企业和行业规范,

细化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和教学质量标准,及时将新

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第
二,通过健全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一大批校企“双
元”合作开发的教材,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

式方法,加强和提高教学质量;第三,改革现有课程

设置,加大实践课程力度,增强专业课和专业实践教

学环节,贯彻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原则,增强学生的

职业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第四,充分发挥

“双元育人”机制作用,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各类

课程的教学目标,着力实施现代学徒制工匠精神实

岗培育计划。
(四)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等职业

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个别高职

院校存在师资力量尤其是“双师型”教师缺乏、专业

素养不高、教学理念和方法较为陈旧等问题,为此,

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综合素

质和整体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要坚持党

管人才原则,深化和构建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

教师职务评聘、“双师型”教师考评办法、职称评审制

度等相关人事制度改革,释放政策红利,创造有利于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干的制度环境。二是要

制定教师队伍素质与能力建设战略规划,明确教师

队伍短期、中期和长期建设目标和重点任务,建立和

贯彻落实教师全员轮训制度,定期分批分次选派教

师前往企业参加实训、赴国内外研修访学等,提升教

师综合素养。三是要建设“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

地,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多
渠道、多形式聘请企业专家、行业企业技能大师、国
内外教学人才加盟执教,力争在“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上取得突破。四是加大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育力

度,充分老中青教师“传帮带”的作用,构建合理的教

学梯队,确保师资队伍不断层。
(五)优惠政策

鉴于韩国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经验,我国高等职

业教育要长足发展,一是必须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的

立法工作,构筑完备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积极贯彻落

实职教20条等涉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

二是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

经费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改革高职院校

现有的招生政策、途径和实现职业教育的下层,将高

职院校的录取招生批次与普通本科院校放置于同一

批次,将职业教育下层到中学阶段以改变鄙视职业

教育的传统观念。对示范校、骨干校、地方技能型高

水平大学、优质高职院校和“双高计划”立项建设单

位加大政策、资金倾斜,提高高职院校生均经费标

准,引导社会资金支持职业教育。支持技术技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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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凭技能提升待遇,建立企业职务职级晋升和工资

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的高层

次、高技能人才倾斜的国家政策。对产教融合型企

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

可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

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六)国际合作

提高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是扩大教

育开放的重要方面,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

要内涵,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抓住这一改革发展的重

要机遇,通过借鉴国外先进职教理念和教学方法、引
进国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职教合作与人文交流、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

等组成职业教育集团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行业

企业携手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着手打造“一带一路”

国际技能大赛等品牌赛事、扩大国内有关技能赛事

的国际影响力、构建扎根中国大地符合国际标准的

职教文化体系、实施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境外培训计

划等途径,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重作用下扩

宽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不断扩展中国高

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四、结语

尽管中韩高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发展历程、

管理归属、办学主体、社会地位、职教体系、师资队

伍、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存在差

异,但这不影响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可以借鉴韩国高

等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职教立法、师资来源、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确定以培养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复合型

技术技能人才为根本任务的发展定位,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办学扩宽现有以政府举办为主的办学模式,

改革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并发挥充分产教融合

育人作用,加快高等职业教育立法并发挥政府主导

作用给予高职教育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抓住教育

对外开放机遇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从而提升中国高

等职业教育的世界影响力和构筑内在发展的持续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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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0石油套管开裂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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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某公司的L80钢级石油套管,按 API
 

5CT(第9版)标准的要求进行生产,先后经轧

制、调质热处理、石油套管内螺纹的加工,最后与钻杆的安装装配。在安装装配过程中,石油套管发

生开裂。本文通过宏观断口、金相、化学成分分析,力学性能测试以及扫描电镜分析等一系列试验,

对该L80钢级石油套管开裂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L80钢级石油套管开裂原因是套管外壁

存在有原始裂纹(轧制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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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公司生产的 L80钢级的石油套管,按 API
 

5CT(第9版)标准的要求进行生产,先后经轧制、调
质热处理、石油套管内螺纹的加工,最后与钻杆的安

装装配。在安装装配过程中,炉号为13803118,件

号为P4F3110118的石油套管发生开裂,开裂石油

套管外貌见图1。本文为确定石油套管开裂原因,

将开裂石油套管,以及安装装配过程中未开裂石油

套管、未安装装配,但已加工,在磁粉探伤时发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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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缺陷的石油套管,以及一件还未进行加工的石

油套管轧制锻坯进行石油套管开裂原因对比分析。

安装装配过程中未开裂石油套管外貌见图2,表面

有磁粉缺陷石油套管外貌见图3,石油套管锻坯外

貌见图4。

   

图1 开裂石油套管外貌        图2 未开裂石油套管外貌

    

图3 表面有磁粉缺陷石油套管外貌      图4 石油套管锻坯外貌  

  1.
 

分析方法

首先对开裂石油套管断口整体形貌进行观察,

然后将断口切取下来,用四氯化碳、酒精对断口清洗

后,再对石油套管开裂宏观断口形貌进行观察分析;

在开裂石油套管断口试样上切取扫描电镜试样,进
行开裂石油套管微观断口形貌分析;在开裂石油套

管断口试样上切取金相试样,进行开裂石油套管裂

纹附近的非金属夹杂物检验、显微组织检验、晶粒度

检验;在金相试样上钻削,进行开裂石油套管化学成

分分析;在开裂石油套管切取断口试样后的剩余试

料上分别切取1件纵向拉伸试样、3件纵向夏比冲

击试样,1件布氏硬度试样,分别进行开裂石油套管

工件的强度指标、冲击性能及布氏硬度检测。

在已经安装装配,但未开裂石油套管工件(简称

未开裂石油套管)上,分别切取2件纵向拉伸试样、3
件纵向夏比冲击试样,1件布氏硬度试样,分别进行

未开裂石油套管工件的强度指标、冲击性能及布氏

硬度检测。在硬度试样上进行未开裂石油套管的非

金属夹杂物、显微组织检测、晶粒度检验。

在未安装装配、但已加工内螺纹,表面磁粉探伤

有缺陷的石油套管工件(简称缺陷石油套管)上,在
其缺陷部位切取金相试样,进行缺陷的微观形态分

析,以及缺陷石油套管的非金属夹杂物检验、显微组

织检验、晶粒度检验。在剩余试料上分别切取2件

纵向拉伸试样、3件纵向夏比冲击试样,1件布氏硬

度试样,分别进行缺陷石油套管工件的强度指标、冲
击性能及布氏硬度检测。

在石油套管锻坯上分别切取2件纵向拉伸试

样、3件纵向夏比冲击试样、3件横向夏比冲击试样

和1件硬度试样,分别进行石油套管锻坯的强度指

标、冲击性能及布氏硬度检测。在布氏硬度试样上

切取金相试样,分别进行石油套管锻坯的非金属夹

杂物检验、显微组织检验、晶粒度检验。

2.
 

试验结果

2.1 宏观断口形貌分析结果

开裂石油套管整体断口宏观形貌见图5。整个

石油套管断口形貌呈木纹状断口,断口上靠近石油

套管外圆面部位呈高温氧化色,并且木纹状形态粗

糙,几乎呈朽木状,靠近石油套管内表面,即内螺纹

部位木纹状形态较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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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石油套管宏观断口形貌

  2.2 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开裂石油套管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所有

元素均符合API
 

5CT(第9版)标准的要求。

表1 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wt%

元素 C Si Mn P S Ni Cr Cu Mo

结果 0.28 0.22 1.44 0.009 0.007 0.042 0.30 0.08 0.017

API
 

5CT(第9版)

标准要求
≤0.43 ≤0.45 ≤1.90 ≤0.030 ≤0.030 ≤0.25 / ≤0.35 /

  2.3 金相检验结果

在开裂石油套管断口处切取金相试样,磨制沿

石油套管纵向面,未经腐蚀按 GB/T10561-2005
标准评定非金属夹杂物,各类夹杂物均未超过1.0
级,经4%硝酸酒精溶液腐蚀后观察,该石油套管具

有明显的带状组织偏析,无论是正偏析区,还是负偏

析区,均为回火索氏体,但正偏析区中的碳化物弥散

度相对负偏析区要大,见图6~8。磨制沿石油套管

横向面,经4%硝酸酒精溶液腐蚀后观察,石油套管

断口边缘靠近外圆面处,组织中有明显的脱碳倾向,

见图9~10。石油套管断口边缘靠近内圆面处、石
油套管外圆面处、基体组织内均未发现脱碳倾向。

试样经晶粒度专用腐蚀剂腐蚀后,晶粒度按 GB/

T6394-2017标准评定,为7.0级。

图6 开裂石油套管带状组织 100X

    

图7 开裂石油套管带状组织正偏析区 400X  图8 开裂石油套管带状组织负偏析区 4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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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开裂石油套管断口靠近外圆面处脱碳 100X 图10 开裂石油套管断口靠近外圆面处脱碳 400X

  在未开裂石油套管上切取的金相试样,磨制沿

石油套管纵向面,未经腐蚀按 GB/T10561-2005
标准评定非金属夹杂物,各类夹杂物均未超过1.0
级,经4%硝酸酒精溶液腐蚀后观察,该石油套管也

具有明显的带状组织偏析,无论是正偏析区,还是负

偏析区,均为回火索氏体,但正偏析区中的碳化物弥

散度相对负偏析区要大,见图11~12。试样经饱和

苦味酸 水 溶 液+洗 洁 精 腐 蚀 后,晶 粒 度 按 GB/

T6394-2017标准评定,为7.0级。

   

图11 未开裂石油套管带状组织
  

100X     图12 未开裂石油套管带状组织
  

400X

  在有表面磁粉缺陷,已经加工好内螺纹,但还未

安装装配的石油套管的磁粉缺陷位置处取样,磁粉

缺陷为裂纹,裂纹微观形貌见图13,裂纹尾部圆钝

并不尖锐,裂纹底部附近发现有内氧化。试样经

4%硝酸酒精溶液腐蚀后观察,裂纹附近发现有明显

的脱碳倾向,见图14,缺陷石油套管的基体组织为

回火索氏体。磨制试样的纵向面,未经腐蚀按GB/

T10561-2005标准评定非金属夹杂物,各类夹杂物

也均未超过1.0级,经4%硝酸酒精溶液腐蚀后观

察,该石油套管也具有明显的带状组织偏析,无论是

正偏析区,还是负偏析区,均为回火索氏体,但正偏

析区中的碳化物弥散度相对负偏析区要大,见图15
~16。试样经晶粒度专用腐蚀剂腐蚀后观察,晶粒

度按GB/T6394-2017标准评定,为7.0级。

   

图13 磁粉石油套管裂纹微观形态
  

400X    图14 缺陷石油套管裂纹附近脱碳
  

4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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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缺陷石油套管带状组织
  

100X     图16 缺陷石油套管带状组织
  

400X

  在石油套管锻坯上切取的金相试样,磨制沿石

油套管锻坯纵向面,未经腐蚀按GB/T10561-2005
标准评定非金属夹杂物,各类夹杂物均未超过1.0
级,经4%硝酸酒精溶液腐蚀后观察,该石油套管锻

坯也具有明显的带状组织偏析,无论是正偏析区,还

是负偏析区,均为回火索氏体,但正偏析区中的碳化

物弥散度相对负偏析区要大,见图17~18。试样经

晶粒度专用腐蚀剂腐蚀后,晶粒度按GB/T6394-
2017标准评定,为7.0级。

   

图17 石油套管锻坯带状组织
  

100X      图18 石油套管锻坯带状组织
  

400X

  2.4 力学性能测试结果

力学性能测试结果见表2,所有石油套管及石

油套管锻坯的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冲击性能,以
及布氏硬度均符合API

 

5CT(第9版)标准要求。

表2 力学性能测试结果

取试位置 Rm(MPa)Rp0.2(MPa) A(%) Z(%) Akv2(0℃)J HBW

开裂石油套管 749 / 20.6 /

138
148
134

(纵向3/4尺寸试样)

185
 

198
 

195(靠近外圆面)
215

 

229
 

(中心部)
219

 

222
 

215(靠近内圆面)

未开裂石油套管
719
737

21.0
22.4

140
134
158

(纵向3/4尺寸试样)

211
 

207(靠近外圆面)
229

 

222
 

229(中心部)

缺陷石油套管
733
746

20.9
23.5

144
138

130(纵向3/4尺寸试样)

222
 

200
 

202(靠近外圆面)
229

 

229(中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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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套管锻坯
726
713

617
588

25.1
23.0

188
190
200

(纵向全尺寸试样)

100
114
108

(横向全尺寸试样)

215
 

209
 

209(靠近外圆面)
224

 

222
 

222(中心部)
202

 

222
 

222(靠近内圆面)

API
 

5CT
(第9版)
标准要求

≥655 552~655 ≥16 /

≥32(纵向3/4尺寸试样)

≥40
(全尺寸试样)

HBW≤241

  2.5 扫描电镜分析结果

在整体断口试样上切取的扫描电镜试样,在扫

描电镜下观察,位于断口边缘,靠近外圆面部位的高

温氧化区,尽管断口面上覆盖一层氧化层,但仍可见

明显的层状断口形貌,见图19~20,在靠近内圆面

即螺纹部位,为清晰的层状断口特征,曾与层之间为

韧窝形貌,见图21~22。在层状断口内,发现有小

尺寸的非金属夹杂物,夹杂物成分以Si、Mn、Fe、O
等元素为主,夹杂物成分能谱见图23,基体成分能

批见图24,以Fe为主。

   

图19 石油套管断口微观形态        图20 石油套管断口微观形态

   

图21 石油套管断口微观形态        图22 石油套管断口微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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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石油套管断口内夹杂物成分能谱

图24 石油套管断口基体成分能谱

  3.
 

分析与讨论

(1)从化学成分分析结果来看,该L80级石油

套管化学成分符合API
 

5CT(第9版)标准的要求;
从力学性能测试结果来看,无论是开裂石油套管,还
是未开裂石油套管,或者石油套管锻坯,其强度值、
塑性、冲击性能、硬度均符合 API

 

5CT(第9版)标
准的要求;从金相分析结果来看,该L80级开裂石

油套管非金属夹杂物含量较少,晶粒度级别细小(7.
0级),尽管存在带状组织偏析,但无论是带状组织

正偏析区,还是负偏析区,显微组织均为回火索氏

体,是调质热处理后的正常组织。上述检验结果说

明,
 

该L80级石油套管的冶金质量是好的。
(2)从宏观断口形貌来看,该L80级开裂石油

套管断口靠近外圆面处存在高温氧化现象;金相分

析结果证实,石油套管断口高温氧化区(靠近外圆

面)存在脱碳现象,这就是说,石油套管裂纹断口源

区在现有热处理(调质热处理)之前就已存在,即石

油套管在调质热处理前,工件外圆面处就存在原始

裂纹;从有磁粉缺陷的石油套管分析结果来看,缺陷

石油套管外圆面处的裂纹,其微观形态为尾部圆钝,
裂纹附近发现有内氧化,裂纹附近有脱碳,这是锻造

裂纹典型特征,上述检验结果可以证实,该石油套管

在调质热处理前就已存在原始裂纹(轧制裂纹)。
(3)该L80级开裂石油套管断口形貌为木纹状

断口,导致木纹状断口的因素有二:一方面钢材内存

在大量的塑性夹杂物;另一方面钢材内存在带状组

织偏析。从金相检验结果来看,该开裂石油套管非

金属夹杂物含量较少(未超过1.0级),但存在带状

组织偏析,这就是说,导致该石油套管木纹状断口形

态的原因是石油套管工件内存在带状组织偏析。尽

管开裂石油套管内存在带状组织偏析,但未开裂的

石油套管工件内也存在带状组织偏析,这就可以说,
石油套管工件在存在带状组织偏析,并不是导致石

油套管开裂的原因。 (下转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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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洞-填土-地基共同作用的涵洞减载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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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缓解高填方盖板涵竖向土压力集中,基于涵洞-填土-地基共同工作机制,建立了

室内涵洞模型试验,通过监测涵洞顶部与底部竖向土压力,对比分析了所建的FLAC数值模型的

精度与可靠性,再在该数值模型基础上,计算得到了地基与涵顶上分别设置压缩区,地基与涵顶上

设置联合压缩区时涵顶与涵底减载的数值结果。结果表明:在涵底地基上设置一定宽度与厚度地

基的压缩区,可在不显著增加涵洞体竖向沉降的前提下,有效缓解涵顶竖向土压力集中。当地基压

缩区深度为0.5D(D为涵洞高度),宽度约为2B(B为涵洞基础宽度)时,对改善涵顶受力状态,缓

解涵洞顶部土压力集中效果最好。在地基与涵顶设置联合压缩区时,涵顶土压力减载效率随着涵

顶设置EPS板厚度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填土高度 H的增加,涵洞上方填土竖向土压力分布由“上

端无盖的水杯状”转换为“梯形状”,涵洞底部地基出现较为明显的基底应力“卸载拱”。在最优的地

基压缩区减载方案下,当填土高度H小于4m时,涵顶的最优压缩减载区厚度为1.8m和2.4m;当
填土高度H大于4m时,涵顶的最优压缩减载区厚度为0.6m。在涵顶与涵底设置联合压缩区时,

涵顶竖向土压力减载率比涵底减载率更大,当填土高度为20m时,减载效果最为显著,对应的最大

减载率为62.5%,最小减载率为42.53%。

关键词:道路工程;高填方盖板涵;室内涵洞力学试验;竖向土压力;数值模拟;共同减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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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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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vert-Fill-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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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per,
 

the
 

effect
 

of
 

culvert-fill-foundation
 

is
 

studied.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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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tion
 

of
 

vertical
 

earth
 

pressure
 

of
 

high
 

fill
 

slab
 

culvert,
 

based
 

on
 

the
 

common
 

working
 

mechanism
 

of
 

culvert-fill-foundation,
 

the
 

indoor
 

culvert
 

model
 

test
 

is
 

established.
 

By
 

monitoring
 

the
 

vertical
 

earth
 

pressure
 

at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culvert,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FLAC
 

numerical
 

model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foundation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numerical
 

model
 

The
 

numerical
 

re-
sults

 

of
 

the
 

load
 

reduction
 

at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culvert
 

are
 

obtained
 

when
 

the
 

compression
 

zone
 

is
 

set
 

on
 

the
 

top
 

of
 

the
 

culvert,
 

and
 

the
 

joint
 

compression
 

zone
 

is
 

set
 

on
 

the
 

foundation
 

and
 

the
 

top
 

of
 

the
 

cul-
ver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filling
 

height
 

is
 

20
 

m,
 

the
 

load
 

reduction
 

effect
 

is
 

the
 

most
 

signifi-
cant,

 

the
 

corresponding
 

maximum
 

load
 

reduction
 

rate
 

is
 

62.5%,
 

and
 

the
 

minimum
 

load
 

reduction
 

rate
 

is
 

42.53%.
Key

 

words:
 

Road
 

engineering;
 

High-fill
 

cover
 

culvert;
 

Indoor
 

culvert
 

mechanical
 

test;
 

Vertical
 

earth
 

pressure;
 

Numerical
 

simulation;
 

Common
 

load
 

reduction
 

mechanism
  

  一、引言

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发展迅速,特别是在西部大

开发后,为满足高速公路线形要求,西南山区的很多

高速公路都修建于山岭重丘区,致使高填方涵洞的

应用越来越多。涵洞作为公路工程中一种特有的结

构物,其受力特性与填土和地基特性有关。由于西

南山区高速公路所用路堤填料多为土石混合体,其
组成较为复杂,当涵洞顶部土石混合体填料达到一

定高度时,会在涵洞顶部产生竖向土压力集中,致使

涵洞顶部产生纵向开裂或地基沉降过大,严重影响

了高速公路的正常使用。因此,针对涵洞地基处理

与涵洞减载机制进行研究非常有必要。

刘保健等[1]通过研究涵洞、填土与地基协调工

作机制,建议涵洞结构设计时,尽可能保证涵洞基底

以下地基承载力等于涵侧填土以下地基的承载力。

杨锡武等[2]解释了涵洞加筋减载的力学机制,并通

过模型试验研究了管涵在加筋减载后的受力特性,

结果表明,加筋桥减载方法可通过在涵顶形成较为

稳定的加筋桥而实现涵顶土压力卸载。王雯璐

等[3,4]通过室内模型试验,研究了侧填荷载对高路

堤涵洞地基承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加侧填土高

度与夯实侧填土是提高地基承载力的有效途径。

郑俊杰等[5]通过数值模拟与现场实测的方式,

研究了涵洞在加筋减载方式下的受力状态,推导了

相应的计算方程。陈保国等[6-7]分析了软土地基上

刚性涵洞地基承载力,并设计了一种新型减载式涵

洞,结果表明,地基承载力受基础埋深、基础宽度与

软土地基固结度影响较大,减载式涵洞对于减小涵

洞顶部竖向土压力与侧墙上水平土压力效果明显。

冯忠居等[8]探讨了基础埋深对上埋式涵洞地基承载

力影响,并推导了涵洞地基承载力计算公式,结果表

明:涵侧填土提高了涵洞基底下地基承载力,且其提

高程度受到涵侧填土附加土压力的影响。李永刚

等[9-11]对沟埋圆涵和拱涵顶部土压力系数的变化

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填土高度与涵洞宽度比

H/B=1时,沟槽宽度与涵洞宽度的比值L/3B可以

认为是 区 分 沟 埋 式 涵 洞 与 上 埋 式 涵 洞 的 界 限。

Osama
 

Abuhajar[12]等研究了不同地基土层深度和

地表基础位置对涵洞土压力、涵洞弯矩和土-涵洞

相互作用的影响,并将影响结果纳入了涵洞分析设

计中。李国维[13]等研究了15.8m厚填料下盖板涵

受力状态,结果表明,实测盖板涵顶部土压力系数约

为1.56~3.02。谢永利[14]等基于纵向沉降控制原

理,解决了高路堤涵洞纵向不均匀沉降病害,并研究

了涵洞上方填土、涵底地基特性与涵顶EPS板的铺

设方式等因素对箱型涵洞纵向沉降产生的影响,通
过数值模拟与离心模型试验方法得到涵顶EPS板

纵向分层铺设时,对于控制涵洞不均匀沉降效果最

佳。马强[15]等对软土地基上涵洞竖向土压力进行

了计算,并推导了高填方涵洞土压力计算的理论公

式。张业勤等[16]针对现有的减载理论中未能充分

考虑涵洞与涵侧填土间的竖向摩擦力问题,推导了

涵洞与侧填土间的竖向摩擦力方程,结果表明,减载

条件下,涵洞侧墙受到的水平荷载增加,涵侧的竖向

摩擦力对涵洞受力状态的影响需要重视。黄笑犬

等[17]通过实时监测铺设EPS板的涵洞顶部竖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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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发现EPS板通过变形协调作用可以显著减小

涵顶竖向土压力。范鹤等[18]研究了涵洞结构形式,

涵洞基础类型与涵洞两侧填土高度对涵底基底应力

的影响,得到涵洞基础类型对涵洞基底的土应力影

响较大。宋丁豹等[19]研究了新型减载式涵洞的竖

向土压力与水平土压力分布特性与数值变化规律,

得到新型减载式涵洞能在减小涵顶竖向土压力的同

时,有效减小涵洞的水平土压力。McGuigan[20]研
究了涵洞顶部压缩区形状与区域大小对涵洞基底土

压力的影响,得到涵洞顶部设置压缩区后,涵底与地

基的平均接触压力减小了35%。以上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在涵洞顶部设置一

定厚度EPS板的减载材料,减小涵洞顶部土体与涵

侧土体竖向压缩变形差值,进而减小涵洞顶部的应

力集中;二是通过对地基进行加固处理或增加侧填

荷载以增加地基承载能力,保证高填方涵洞的可靠

性与安全性。而通过增加涵底地基压缩区,并减小

压缩区的压缩模量以减小涵顶土压力集中的研究关

注与尝试较少。地基承载能力在高填方涵洞设计过

程中大多应在600
 

kPa以上,且传统的设计准则为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大于基底压力”,那么需要对天

然地基进行处理,以满足承载力要求。实际上,涵洞

地基刚度越大,涵洞下地基与涵侧填土的协调变形

能力越差,造成涵顶的竖向土压力越大,对涵洞受力

产生极其不利影响。

本文从高填方刚性涵洞地基承载力的角度展开

分析,通过在涵底地基与涵顶上分别设置压缩区,地
基与涵顶上设置联合压缩区的方式,找寻能较小基

底土压力与涵洞顶部土压力的最优减载方案,实现

填土-涵洞-地基三者在设计上的统一,从而完善

高填方涵洞的设计理论和计算方法。

二、填土-涵洞-地基工作机理

(一)涵洞基底的地基承载力

1943年,Terzaghi提出了有重力半空间极限承

载力计算理论,具体为将垂直荷载施加在浅埋条形

基础中心,得到地基承载力pn,

pn=cNc+γdNq+
1
2γBNr (1)

Nr=1.8Nctanφ (2)

式中,B 为基础宽度,c 为粘聚力,γ 为土的重

度,Nc、Nq 和Nr 分别为地基承载能力系数,式(1)

右侧三项分别表示黏聚力,土体自重与附加应力对

地基承载力的贡献。

式(1)右侧第二项表明,基础两侧基底上一定深

度的填土会增加地基的承载力,而涵洞两侧填土相

当于侧填荷载(旁压荷载),其可以作为涵洞基底下

地基的预压荷载,提高涵洞基底的承载能力。因此,

有必要考虑基础顶部填土高度对地基承载力提高作

用的影响。但涵洞与建筑结构不同之处在于,涵洞

不仅与涵洞顶部填土相互作用,也与涵侧填土和涵

洞底部地基相互作用,因此,涵洞的受力状态取决于

涵顶填土、涵侧填土和地基土的特性。
(二)涵洞-填土-地基相互作用

图2为填土-涵洞-地基土的相互作用示意

图[6]。图2可以解释涵洞结构的受力机理与涵洞顶

部土压力值大于土柱法(γH)产生土压力值的原因。

图2中,M1i 是涵洞顶面以上回填土的质量,M22 是

涵洞的质量,M21 和M23 是涵洞两侧填料质量,M3i

为涵洞底面下地基土的质量。K1i,K22,K21,K23

和K3i 是与M1i,M22,M21,M23 和 M3i 对应的刚度

值(K=P/s,
 

P 为荷载,s 为变形)。τ1 或τ2 是

M12 与M11 或M13 之间的剪应力。

图2 填土-涵洞-地基相互作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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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地基刚度K31=K32=K33,由于涵洞与邻近

填料具有K22>K21 或K22>K23 的关系,必然产生

M21 或M23 与 M22 相比压缩沉降变形较大。因此,

涵顶的竖向土压力p 随着M12 与M11 或M12 与M13

之间的不均匀沉降而引起竖向剪应力,可以表示为:

p=p(M12,τ1,τ2) (7)

式中,p(M12,τ1,τ2)表示为竖向剪应力p 由

M12,τ1 和τ2 三项共同作用引起。

同时,K22 与 K21 或 K22 与 K23 差值越大,τ1
和τ2 越大,涵顶实际竖向土压力越大。

(三)地基刚度对涵顶土压力影响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

2007)附录D.0.6[20]对涵洞基底下地基处理方法进

行了相应规定,具体表述为,如果单纯按照地基处理

方法进行地基设计,会增加涵洞顶面竖向土压力,造
成涵顶土压力集中,引发涵洞结构出现病害。顾安

全[22]通过调查发现,某管涵修建在软土地基上,为
保证涵洞的安全,通过桩基础对软土进行加固,增加

了地基刚度,但该地基上的圆管涵产生了严重破坏。

因此,可以人为减小涵洞底部地基一定宽度与

厚度范围内的地基承载力,通过侧填土的旁压作用

对涵底下地基承载力进行补偿。基于此,在地基与

涵顶上分别设置压缩区,地基与涵顶上设置联合压

缩区以减小涵洞顶部土压力的方法引入到涵洞结构

设计中,该方法理论上具有合理性,施工中具有可操

作性,后续将通过数值模拟进行分析。在数值模拟

之前,先建立室内试验与数值模型,通过室内模型试

验结果验证数值模型参数,并对数值模型参数进行

推算与反演,将两者的数据结果差异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以更好的进行涵顶与地基减载力学模型分析。

三、模型试验建立

(一)涵洞工程概况

依托成绵高速某盖板涵洞工程,如图3所示。

涵顶填料为土石混合体填料,组成较为复杂,主要含

有页岩、页岩土,部分还含有砂岩、石灰岩。采用标

准振筛机进行筛分试验,图4为土石混合体填料的

颗粒级配曲线,该填料的含石量为33.1%。

(a)
 

4.0m×4.0m盖板涵立面图

(b)
 

涵洞横断面图

图3 涵洞结构图(单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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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土石混合体填料的颗粒级配曲线

  (二)填料力学参数

采用位于西南科技大学粗粒土试验室的四川大

学华西岩土研究所研制的ZY50-5型粗粒土直剪

压缩两用仪,确定不同含石量填土的力学参数。如

图5所示,仪器主要由刚性框架、上下剪切盒、水平

加载装置、垂直加载装置和数据采集装置等组成,剪

切盒内部直径为504.6mm,高度为400mm。试验

过程中,在传压板顶部安放四个量程为10mm的百

分表,在 下 剪 切 盒 左 右 两 侧 各 安 装 一 个 量 程 为

50mm的水平百分表,试件的竖直与水平位移结果,

均取百分表结果的平均值。

  

(a)
 

ZY50-5型粗粒土直剪压缩两用仪       (b)
 

加载后土样与剪切面状态

图5 粗粒土直剪压缩试验

  根据试验结果,绘制抗剪强度S 与垂直压力P
的关系曲线,如图6所示。根据图6得到涵顶土石

混合体填料的内摩擦角φ 与黏聚力c,见表2。

图6 抗剪强度与垂直压力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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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型箱体结构

为进行减载数值模型建立,首先建立了室内试

验模型(未考虑地基与涵顶压缩区减载情况)。模型

试验在一个长宽高=1.4m1.0m1.5m 的自制模型

箱里进行。模型箱用矩形钢材制成,外部由纵横向

角钢加固,强度与刚度能够满足试验要求,左右两侧

钢箱内加木模板,箱体后侧与侧壁材料相同,前侧为

透明钢化玻璃,总厚度为2.5cm,为便于进行变形观

测,在玻璃表面按照10cm10cm绘制方格网。室内

模型填料采用现场实际填料,填筑施工采用体积法,

根据每层填筑高度计算分层用土重量,均匀摊铺并

夯实,并在表面洒上石膏粉,用以观察竖向位移。
(四)涵洞缩尺模型

试验设计时采用的相似性参数,如表1所示。

将实际涵洞结构按照表1的相似性参数进行设计,

缩尺后涵洞模型长度为90cm。
表1 模型相似性系数

参数
相似规则(室内模型/实际工程)

相似比:1/β 相似比:1/20

长度(m) 1/β 1/20

密度(kg/m3) 1 1

应变 1/β1/2 0.224

位移(m) 1/β3/2 0.368

应力(kPa) 1/β 1/20

  采用现场浇筑方法制作缩尺涵洞,浇筑过程中,

在盖板涵洞身底与涵洞侧墙内部设置纵向钢筋与分

布筋,侧墙和底板纵筋长度为80cm,保证纵筋保护

层厚度为5cm。侧墙和底板上的纵向钢筋直径分别

为5.5cm和8.25cm。横向钢筋与侧墙和底板上的

纵向钢筋连接。纵横向钢筋均为光滑钢筋,直径

6mm,间距20cm。由于缩尺涵洞盖板厚度较小,盖

板内并未布置钢筋。具体的涵洞缩尺模型横截面和

配筋布置,如图7所示。

对该缩尺模型进行了28天常温养护(2018年6
月1日至2018年9月5日)。在混凝土板与侧墙之

间浇筑环氧树脂混凝土模拟盖板涵,完整的盖板涵

模型,如图9所示。

   

(a)涵洞缩尺模型尺寸(单位:cm)              (b)涵洞缩尺模型的钢筋布置

图7 涵洞缩尺模型与钢筋布置图

  模型箱底部铺设槽型钢,槽钢上填筑5cm厚粗

砂,并在粗砂上部铺设大刚度木质模板,以模拟刚性

地基。将涵洞布置于模型箱内的木质模板之上,并

将其放置于箱体中央,涵洞距左右内侧木模板距离

均为52.5cm,涵洞两侧填料的压实度取98%,如图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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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涵洞—填料试验模型           图9 压力计的埋设位置(单位:m)

  在涵洞顶部与基础底部布设全桥应变式微型土

压力盒(LY-350型,28mm直径和9mm厚)以记

录涵洞顶部与基础底部的竖向土压力,土压力盒量

程0.3MPa。在基础水平上放置了11个土压力单

元(5个位于涵洞基础下,6个位于涵洞两侧同一水

平面上),各压力计的埋设位置,如图9所示。采用

快速凝固的高强度砂浆将微型土压力盒固定在底部

粗砂地基上,并保证土压力盒与基层之间的均匀接

触。用中砂覆盖微型土压力盒,以保护微型土压力

盒,从而避免微型土压力盒上部可能的局部应力集

中,导致测量的土压力数据失真。
(五)数值模型模拟

采用有限差分软件FLAC模拟填料与盖板涵

的相互作用。模型总高度为40m,涵高D=4m,涵
宽B=4m,基础深度为8m,涵洞上填料高度 H 为

28m。采用莫尔-库伦弹塑性本构模型对涵顶填料

进行模拟。数值模拟所用的材料力学参数,见表2。

表2 材料力学参数

名称 重度/
 

kN/m3 弹性模量 Mpa 泊松比 粘聚力/
 

kPa 摩擦角/()

填料 21.46 22 0.3 43.5 27.19

涵洞 25 30
 

000 0.2 — —

地基 20 35 0.3 0 35

  盖板涵采用具有三个自由度的线性二维元素的

衬砌(Liner)单元模拟。使用Interface界面滑移单

元模拟侧填土和涵洞之间的滑动状态。根据Itasca
建议[23],估算并调整kn 和kS 的大小,确定kn 和kS

均为5.6
 

GPa/m。涵洞顶板与侧墙的连接采用铰

接,以保证盖板边缘不受弯矩作用,模型底部竖向与

水平向边界固定,模型两侧只固定水平位移,网格模

型见图10。

图10 高填方填料—涵洞网格模型

  (六)参数验证
 

将室内试验与数值模型得到的盖板涵顶部土压

力与涵底土压力结果进行比较(仅考虑填土高度为

4m和8m),如图11与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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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表明,数值模型得到的土压力值较试验结

果稍大,两者基本吻合。对于 H 为4m的情况,数
值模拟结果较试验结果小5.66%,对于H为8m的

情况,数值模拟结果较试验结果小4.38%。

图12表明,对于 H为4m的情况,数值模拟结

果比试验结果大5.63%,对于 H 为8m的情况,数

值模拟结果较试验结果大5.38%。产生差异主要

是因为影响室内试验模型结果的影响因素较多,且
不易于控制。室内试验数据与数值模拟结果在涵顶

与涵底的土压力值差异率均小于10%,差异率在合

理范围内,表明可用该数值模型模拟涵洞结构地基

的力学减载。

图11 盖板涵顶板上实测与计算的竖向土应力比较

图12 涵洞基底土压力随填土高度的变化规律曲线

  四、地基压缩减载模型设计

(一)地基压缩区弹性模量设计

为通过在涵洞底部地基上设置压缩区进行涵洞

顶部土压力减载,将涵洞底部地基分为压缩区与过

渡区。地基压缩区与过渡区示意图,如图13所示。

根据表3参数,数值模拟并分析不同工况对地基承

载力的减载规律。

图13 压缩区与过渡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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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地基承载力分析的数值模拟工况

工况 填土高度/m 压缩区弹性模量/MPa 地基压缩区宽度L 地基压缩区厚度Z

压缩区

过渡区
2、4、8、12、20、28

35、25、15 B、2B、3B 1m、2m、3m、4m

35 (60-B)/2 ———

图14 地基压缩区弹性模量与涵顶关系曲线

  选择地基压缩区宽度L=1B,地基压缩区厚度

Z=1m为基本情况,研究地基压缩区弹性模量为

5MPa、15MPa、25MPa与35MPa时,涵顶土压力系

数Fe(涵顶实际竖向土压力与涵顶理论土压力γH
的比值)随填土高度的变化情况。图14为地基弹性

模量与涵顶土压力系数关系曲线。

由图14可得,随填土高度增加,Fe 值先增加后

减小,其中,填土高度8m为转折点,产生以上现象

的原因可能是:填土高度为8m时涵顶填土内形成

了稳定的土拱,随着填土高度的进一步增加,“土拱”

将更多的重量传递给了涵侧填土,Fe 随之减小;随
着地基弹性模量的增加,Fe 随之增加。当填土高度

H>20m,弹性模量为5MPa、15MPa、25MPa时,三
者对应的Fe 差异较小,均不超过0.5%,而与E为

35MPa时相比,Fe 的最大差异为2%。

表4 各弹性模量下涵洞基底沉降值

填土高度/m
地基弹性模量E

5MPa 15MPa 25MPa 35MPa

2 1.677 1.52 1.498 1.454

4 2.47 2.32 2.284 2.253

8 4.096 4.0 3.959 3.924

12 5.82 5.672 5.628 5.595

20 9.145 8.983 8.937 8.903

28 12.18 12 11.96 12.04

  表4为各弹性模量下涵洞基底竖向沉降值,可
以看出,随着填土高度的增加,涵洞基底竖向沉降值

增加;随地基弹性模量增加,涵洞基底竖向沉降减

小。综合考虑弹性模量对Fe 与涵底竖向沉降影

响,可选择的地基压缩区弹性模量为5MPa、15MPa
与25MPa。

(二)地基压缩区宽度设计

以地基压缩区厚度Z=1m为基本情况,探讨压

缩区宽度L为1B、2B、3B时,涵顶Fe 值的变化规

律,如图15所示。
由图15(a)可得,当E=5MPa时,随着压缩区

宽度的增加,涵顶Fe 逐渐减小,当L为3B时,Fe

减小的最为显著。由图15(b)可得,当E=15MPa
时,随着压缩区宽度的增加,涵顶Fe 逐渐减小;当L
=2B和3B时,两者Fe 的差异较小,填土高度为

12m处差异率最大值为1.2%。由图15(c)可得,当

E=25MPa时,随着压缩区宽度的增加,Fe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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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相比于压缩区宽度L=1B的情况,L=2B与

L=3B 时,Fe 的 最 大 差 异 率 分 别 为 1.27% 和

0.93%,发生在填土高度为20m处。可见,根据地

基弹性模量得到最优的涵顶土压力减载方案为Z=
1m,E=5MPa,L=3B与Z=1m,E=15MPa,L=
2B或3B。

(a)弹性模量E=5MPa

(b)弹性模量E=15MPa

(c)弹性模量E=25MPa
图15 地基压缩区宽度与涵顶土压力系数关系曲线

  表5为B=3L,Z=1m时,各弹性模量下涵洞

基底沉降值,可得E=5MPa与E=25MPa时涵底

竖向沉降值差值百分比K1 较大(介于35%与45%
之间),而E=15MPa与E=25MPa时涵底竖向沉

降值差值百分比K2 未超过10%,因此,不能将Z=
1m,L=3B,E=5MPa作为涵顶土压力减载最优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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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各弹性模量下涵洞基底沉降值(B=3L)

填土高度/m
地基弹性模量E 差异率(%)

5MPa 15MPa 25MPa K1 K2

2 2.146 1.616 1.513 41.84% 6.81%

4 3.301 2.505 2.342 40.95% 6.96%

8 5.731 4.371 4.057 41.26% 7.74%

12 8.118 6.226 5.775 40.57% 7.81%

20 12.94 9.967 9.25 39.89% 7.75%

28 17.79 13.55 12.51 42.21% 8.31%

  注:K1 为E=5MPa与E=25MPa时涵底竖向沉降值差值百分比;K2 为E=15MPa与E=25MPa时涵底竖向沉降值差

值百分比。

表6为B=2L,Z=1m时,各弹性模量下涵洞基底沉降值,可得E=15MPa与E=25MPa时涵底竖向沉

降值差值百分比P2也未超过10%。

表6 各弹性模量下涵洞基底沉降(B=2L)

填土高度/m
地基弹性模量E 差异率(%)

5MPa 15MPa 25MPa P1 P2

2 1.506 1.587 1.506 0.00% 5.38%

4 2.301 2.467 2.35 -2.09% 4.98%

8 3.976 4.302 4.037 -1.51% 6.56%

12 5.646 6.169 5.735 -1.55% 7.57%

20 8.953 9.838 9.219 -2.89% 6.71%

28 11.97 13.38 12.47 -4.01% 7.30%

  对比表5与表6中,地基弹性模量E=15MPa时涵底的竖向沉降值,可得两者差异率不超过2%,考虑

到地基减载处理的影响因素众多与处理的复杂性,综合选择地基压缩区弹性模量为15MPa,地基处理宽度

L=2B为最优的涵顶土压力减载方案。

  (三)地基压缩区厚度设计

选取基底以下压缩区E=15MPa、L=2B为基

本情况,深入研究压缩区处理厚度Z对涵洞顶部减

载效果影响。压缩区厚度与土压力系数Fe 的关系

曲线,如图16所示。

图16 地基压缩区厚度与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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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6可得,涵顶Fe 值随压缩区厚度的增加而减小,对比Z=1m的情况,Z=2m、3m与4m时,Fe 最大减小5.950%、

11.0%、14.89%和20.71%。

图17 地基压缩区厚度与涵洞基底竖向沉降关系曲线

  图17为地基压缩区厚度与涵洞竖向沉降关系

曲线。由图17可得,随着填土高度的增加,涵洞基

底竖向沉降随之增加;当Z=1m、2m、3m与4m时,

最 大 的 沉 降 位 移 分 别 为 13.89cm、13.23cm、

16.18cm与17.07cm。其中,
 

Z=2m时,涵洞竖向

沉降最小,表明Z=2m时,减载效果最好。因此,得
到最优的地基压缩区减载方案为E=15MPa,L=
2B,Z=2m。

五、涵顶压缩减载模型设计

(一)涵顶压缩区减载机制

涵顶压缩区减载机制就是通过减小涵顶一定厚

度内填料的刚度,达到 K12<K11=K13,使涵顶内

外土柱体的沉降差减小,进而减小内、外土柱体之间

的剪应力。如果涵顶内土柱体的沉降量略大于涵侧

外土柱体的沉降量,可以使内、外土柱体之间的剪应

力τ1 和τ2 反向,将作用在涵顶的内土柱填土荷载

转移到涵洞侧填土上,从而减小涵顶填土荷载,即将

涵顶的“正土拱”效应转换为“负土拱”效应[24],如图

18所示。

图18 涵洞简化成拱机理

Fig.18 Culvert
 

simplified
 

arching
 

mechanism

  在涵顶铺设了柔性材料以后,由于柔性填料的

压缩模量很大,使涵洞顶部填土“中松侧实”,使涵顶

内外土柱体之间的沉降差大大减小,减轻涵顶的土

压力集中现象,达到涵顶减载的效果。目前,在施工

中应用较多的是可发性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EPS
板)。研究表明[25-26],各种地基性质条件下,减载效

果最优的EPS厚度h 与涵洞高度D 比区间建议为

[0.15,0.5],涵顶EPS压缩区宽度与涵洞同宽,并
在涵洞顶部和可压缩区底部之间留有一定高度的空

间[20]。
(二)涵顶压缩区厚度设计

根据实际涵洞尺寸,取该空间高度hc 为0.4m,

即hc/D 为0.1。取EPS泡沫板的弹性模量E为

1.05MPa[17],泊松比v为0.05,容重为0.16
 

k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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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研究涵顶EPS板厚度h为0.6m、1.2m、

1.8m、2.4m时(h/D=0.15、0.3、0.45、0.6)。图20、
图21分别为涵顶压缩区厚度与涵洞竖向沉降和涵顶

Fe 关系曲线。

图20 涵顶压缩区厚度与涵洞基底竖向沉降关系曲线

  由图20可得,随着涵顶压缩区厚度的增加,涵
洞基底竖向沉降随之减小,当h为0.6m、1.2m、

1.8m 和 2.4m 时,涵 底 最 大 竖 向 沉 降 位 移 为

10.1cm、9.44cm、9.045cm和8.801cm,最大差值仅

为1.299cm,表明涵顶压缩区厚度对涵洞沉降影响

较小。

图21 涵顶压缩区厚度与Fe 关系曲线

  由图21可得,随着h 的增加,涵顶Fe 在减小。

结果表明,通过在涵洞顶部设置压缩减载区,可以明

显减小涵顶边缘的土压力系数Fe 值。但需要注意

的是,当涵顶的实际竖向土压力小于涵顶正上方土

柱体的理论竖向土压力时,部分竖向土压力通过剪

应力的形式传递给了涵顶侧填土,并使侧填土产生

的水平土压力增加,造成涵洞侧墙受力不利。因此

不能只为追求涵顶竖向受力减小而忽视涵洞侧墙水

平土压力增大,所以应选择涵顶Fe 值最接近1的

条件进行涵洞设计。

由图21可得,当填土高度 H<8m 时,h为

1.2m时,Fe 值最接近1;当填土高度 H8m时,最优

的h为0.6m。

六、涵顶与涵底联合压缩减载模型设计

(一)联合压缩区下涵顶压缩厚度比选

以地基的E=15MPa、L=2B、D=2m为基本情

况,考虑涵顶EPS板压缩区厚度h为0.6m、1.2m、

1.8m、2.4m时(h/D=0.15、0.3、0.45、0.6),模拟

涵顶EPS板与涵底地基联合压缩减载情况,联合减

载示意图,如图19(a)与图19(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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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联合减载机理示意图               (b)联合减载的数值模型图     
图19 涵顶EPS板与地基压缩区联合减载示意图

图20 联合减载情况下地基压缩区厚度与涵洞基底竖向沉降关系曲线

  图20为联合减载情况下,涵顶压缩区厚度与涵

洞竖向沉降关系曲线。由图20可得,随着涵顶压缩

区厚度的增加,涵洞基底竖向沉降随之减小,但涵顶

压缩区厚度h为0.6m、1.2m、1.8m和2.4m时,涵

底 最 大 竖 向 沉 降 位 移 为 12.09cm、11.12cm、

10.61cm和10.36cm,最大差值仅为1.73cm,表明

无法通过涵顶竖向沉降选择最优的涵顶压缩区厚

度。

图21 共同减载情况下涵顶压缩区厚度与Fe 关系曲线

  图21为共同减载情况下涵顶压缩区厚度与涵

顶Fe 关系曲线。由图21可得,随着涵顶压缩区厚

度h 的增加,涵顶Fe 在减小。结果表明,通过在涵

洞顶部与涵洞基底地基上设置一定宽度与厚度的压

缩区,可以明显减小涵顶边缘的土压力系数Fe 值。

涵顶Fe 值最接近1的条件进行涵洞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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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1可得,按照涵顶Fe 值最接近1的原则,

当填土高度H<4m时,涵顶压缩区厚度h为1.8m
和2.4m时,Fe 值最接近1;当填土高度4<H<8m
时,最优的涵顶压缩区厚度h为0.6m;当填土高度

H>8m时,最优的涵顶压缩区厚度h也为0.6m。

(二)共同压缩减载机制分析

当h=0.6m,E=15MPa、L=2B、D=2m时,涵
顶涵底共同减载时不同填土高度竖向应力云图,如
图22所示。

(a)
 

H=2m

(b)
 

H=4m

(c)
  

H=8m

(d)
 

H=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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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20m

(f)
 

H=28m
图22 涵顶涵底共同减载时不同填土高度竖向应力图

  由图22a)~f)可知,当填土高度 H 为2m 和

4m时,涵洞上方填土竖向土压力呈现为“上端无盖

的水杯状”分布,且涵洞底部地基出现较为明显的基

底应力“卸载拱”[17]。当H为8m时,涵洞上方填土

竖向土压力形状未发生变化,但涵洞底部竖向土压

力值与涵底同一平面上的土体自重土应力理论值接

近。当H为12m、20m和28m时,涵洞上方填土竖

向土压力呈现为“梯形状”分布,涵底竖向土压力卸

载显著;在H为28m时,涵顶土压力呈现出明显的

拱状分布。
(三)各工况涵洞基底竖向土压力比较

为比较涵底与地基接触压力(BC)与涵洞顶部

理论竖向土压力(γH)和结构自重引起的压力(DL)
之和的大小,分析了涵顶上方填土高度为28m时,
无压缩区、地基有压缩区、涵顶有压缩区,涵顶涵底

均有压缩区时的地基接触土压力情况,如图18所

示。

由图23可得,无压缩区与地基有压缩区时,涵

底与地基接触压力都大于涵洞顶部的土压力和结构

自重引起的压力之和,即 BC
γH+DL>1

,而涵顶有压

缩区,涵顶与涵底均有压缩区的情况下, BC
γH+DL

比

值只在涵洞边缘位置处大于1,其余范围内小于1;

假设无压缩区、地基有压缩区、涵顶有压缩区,涵顶

与涵底均有压缩区的情况下的 BC
γH+DL

比值为pN、

pB、pT、pBT,可得pN>pB>pT>pBT,在涵顶中心

位置,pN、pB、pT、pBT 分别为1.19、1.10,0.97与

0.91;在涵顶边缘位置,pN、pB、pT、pBT 分别为

1.95、1.63,1.09与1.07。结果表明,当在涵顶上设

置压缩区,或涵顶与涵底设置联合压缩区时,按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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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顶部理论竖向土压力(γH)和结构自重引起的压

力(DL)之和的1.1倍设计涵洞地基承载力能满足

涵洞的受力要求。

图23 压缩区对涵底与地基接触土压力影响曲线

  在无压缩区、地基有压缩区、涵顶有压缩区,涵
顶(h=0.6m)与涵底均有压缩区情况下,将涵底与

地基接触压力设为p1、p2、p3、p4,涵顶竖向土压力

设为q1、q2、q3、q4,涵底与地基接触压力变化曲线

和涵顶竖向土压力变化曲线,如图24所示。

(a)涵顶竖向土压力

(b)涵底与地基接触压力

图24 压缩区对涵顶与涵底压力影响

  由图24(a)与图24(b)可得,与无压缩区情况下

相比,地基有压缩区、涵顶有压缩区,涵顶与涵底有

联合压缩区情况下的涵顶竖向土压力减小值几乎均

大于涵底与地基接触压力减小值,即(q1-q4)>
(p1-p4)、(q2-q4)>(p2-p4),其中,(q3-q4)<

(p3-p4),但两者相差不多,表明涵洞顶部出现的

土压力减小不会全部转化成涵底与地基接触压力减

小。产生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侧向水平土

压力增加导致侧墙上的剪应力增加,而该剪应力增

加的数值大小受到涵洞与侧填土接触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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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为压缩区对涵顶与涵底压力减载效果曲

线。由图25(a)可得,与无压缩区情况下相比,仅在

地基上设置压缩区、仅在涵顶上设置压缩区,涵顶与

涵底设置联合压缩区时,涵顶竖向土压力的最大减

载率分别为7.23%、55.69%、61.13%,最小减载率

分别为4.01%、34.35%、39.06%。

由图25(b)可得,与无压缩区情况下相比,仅在

地基上设置压缩区、仅在涵顶上设置压缩区时,涵顶

与涵底设置联合压缩区时,涵顶竖向土压力的最大

减载率分别为16.43%、44.17%、45.42%,最小减

载率分别为7.67%、18.11%、23.53%。表明涵顶

与涵底设置联合压缩区情况下,涵顶竖向土压力,涵
底与地基接触压力减小效果最为明显。

(a)涵顶竖向土压力减载效果

(b)涵底与地基接触压力减载效果

图25 压缩区对涵顶与涵底压力减载效果影响曲线

  图26为涵顶与涵底设置联合压缩区时,涵顶与

涵底压力减载率随填土高度的变化曲线。由图26
(a)可得,涵顶竖向土压力减载率随填土高度的增

加,基本呈现出抛物线形状(H=4m时除外);在填

土高度为20m时,减载率最为显著,最大减载率为

62.5%,最小减载率为42.53%。由图26(b)可得,

涵底与地基接触压力的减载率随填土高度的增加而

增大,当填土高度大于20m后,减载率变化较小,基
本趋于稳定。结果表明,涵顶与涵底设置联合压缩

区时,涵顶土压力减载效果较涵底更好,采用设置联

合压缩区进行涵洞减载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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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涵顶竖向土压力的减载率随填土高度的变化

(b)涵底与地基接触压力的减载率随填土高度的变化

图26 共设压缩区时涵顶与涵底压力减载率变化曲线

  七、结论

为缓解涵洞顶部土压力集中,研究了填土-涵

洞-地基共同减载机制下的刚性盖板涵顶部的竖向

土压力与地基沉降变化规律,得到的结论如下:
(1)结合填土、涵洞与地基相互作用的共同工作

机理模型,将地基与涵顶上分别设置压缩区,地基与

涵顶上设置联合压缩区以减小涵洞顶部土压力的方

法引入到涵洞结构设计中,使涵顶与涵底能共同减

小涵洞顶部土压力集中。
(2)针对“以基底压力小于地基承载力为原则”

设计涵洞工程的不合理性,通过在涵洞基底地基上

设置一定宽度与厚度范围压缩区,可有效减少了涵

洞顶部的土压力系数,缓解了涵洞竖向土压力集中

现象。
(3)结合试验与数值模拟参数,得到仅考虑地基

压缩减载时,最优的减载方案为地基弹性模量为

15MPa,地基压缩宽度L为2B,地基压缩厚度Z为

2m(0.5D)。
(4)在涵洞基底以下地基上设置最优压缩区的

同时,在涵顶放置一定厚度的EPS板,可以让涵洞

顶部土压力传递到涵侧相邻土体上,涵顶竖向土压

力的减载率随填土高度的增加基本为抛物线,涵底

与地基接触压力的减载率随填土高度的增加而增

大。
(5)EPS在涵顶上的减载作用明显,随着EPS

厚度的增加,减载效率先增大后趋于恒定。在涵顶

设置一定厚度的EPS板,保证了涵洞在实际工程中

的安全,但涵洞顶部出现的竖向土压力减小不会全

部转化为涵洞基底竖向土压力的增加。
(6)采用的增加涵洞基底以下地基压缩性的方

法,未考虑更多的涵洞类型与涵洞尺寸,通过设计涵

顶与涵底压缩区减小涵洞顶部土压力或涵洞基底下

地基未出现“超加固”的设计方法有待工程进一步验

证和理论计算的完善。
(7)为控制联合压缩情况下涵洞的不均匀沉降,

可将涵底压缩区进行竖向沉降预估,控制压缩区材

料的竖向沉降变形,或将涵顶与涵底压缩区分层布

置,并在各压缩层间布置一定厚度的刚性材料或土

拱格栅,即能保证了压缩材料的总厚度,又能减小涵

底每层压缩材料的沉降变形量,防止涵洞产生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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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压缩变形。
(8)本文的涵洞减载研究成果对保证成绵高速

沿线乃至西南山区高速公路沿线的高填方土石混合

体盖板涵的正常运营,减少涵洞结构因受力不合理

而产生的病害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并可为其他类

型涵洞,类似涵顶土石混合体填料与地质条件下涵

洞结构减载机理分析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和研究参

考。

参考文献

[1]
 

刘保健,谢永利,程海涛,刘怡林.上埋式公路涵洞

地基及基础的设计[J].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

26(3):17-20.
 

[2]
 

杨锡武,张永兴.山区公路高填方涵洞加筋桥减载

方法及其设计理论研究[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5,
 

24
(09):1561-1571.

 

[3]
 

王雯璐,赵大军,王磊.
 

考虑侧填荷载的分离式基础

涵洞地基承载力新算法和试验[J].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

版),2011,41(3):771-776+783.
 

[4]
 

王雯璐,赵大军,王磊.侧填荷载对涵洞地基承载力

的影响[J].中国公路学报,2010,23(6):1-6.
 

[5]
 

郑俊杰,马强,张军.加筋减载涵洞的涵顶土压力计

算[J].岩土工程学报,2011,33(07):1135-1141.
[6]

 

陈保国,宋丁豹,焦俊杰,等.减载条件下高填方涵

洞垂直土压力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43(10):112-116.
 

[7]
 

陈保国,宋丁豹,王云辉,周刘芳.
 

减载式刚性涵洞

减载机理与受力特性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16,44(4):79-84.
 

[8]
 

冯忠居,李少杰,郝宇萌,等.
 

上埋式涵洞基础埋深

效应下的地基承载力研究[J].长江科学院院报,2019,36
(11):83-90.

 

[9]
 

李永刚,李珠,张善元.
 

矩形沟埋涵洞顶部垂直土压

力[J].工程力学,
 

2008,
 

25(1):155-160.
[10]

 

李永刚,张善元.
 

矩形沟埋涵洞顶部垂直土压力试

验和理论研究[J].
 

岩土力学,
 

2008,
 

29(4):
 

1081-1086.
[11]

 

吕佼佼,李永刚.
 

涵顶形状对土压力的影响[J].中

外公路,2013,33(4):27-29.
 

[12]
 

OSAMA
 

A,
 

HESHAM
 

El
 

N,
 

Tim
 

Newson.
 

Nu-

merical
 

Modeling
 

of
 

Soil
 

and
 

Surface
 

Foundation
 

Pressure
 

Effects
 

on
 

Buried
 

Box
 

Culvert
 

Behavior
 

[J].
 

J.
 

Geotech.
 

Geoenviron.
 

Eng.,
 

2016,
 

142(12):
 

1-13.

[13]
 

李国维,欧健,仇红超,等.
 

高填路基盖板涵外界面

受力状态形成机制研究[J].岩土工程学报,2018,40(6):

1152-1160.
[14]

 

谢永利,冯忠居,李少杰,等.基于沉降控制的高路

堤涵洞纵向调荷技术[J].岩土工程学报,2019,41(10):1790

-1799.
 

[15]
 

Ma
 

Qiang,
 

Ku
 

Zhun,
 

Xiao
 

Heng-lin,
 

et
 

al.
 

Cal-

culation
 

of
 

earth
 

pressure
 

on
 

culvert
 

underlying
 

flexible
 

sub-

grade
 

[J].Results
 

in
 

Physics,
 

2019:12(1),535–542.
[16]

 

张业勤,陈保国,孟庆达,徐昕.减载条件下高填方

涵洞受力机制及基底压力[J].岩土力学,2019,40(12):4813

-4818+4847.
 

[17]
 

黄笑犬,张谢东,晓夏,等.基于FLAC3D的高填方

涵洞EPS板减荷效应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

学与工程版),2019,43(3):554-559.
[18]

 

FAN
 

He,
 

PANG
 

Yao.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

ysis
 

of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op
 

buried
 

high
 

filling
 

soil
 

cul-

vert
 

model[J].
 

Journal
 

of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

gy,
 

2020,42(01):103-108.
[19]

 

宋丁豹,蒲诃夫,陈保国,等.高填方减载式刚性涵

洞受力特性模型试验研究[J].岩土力学,2020,41(3):1-9.
 

[20]
 

McGuigan
 

BL,
 

Valsangkar
 

AJ.
 

Centrifuge
 

testing
 

and
 

numerical
 

analysis
 

of
 

Box
 

culverts
 

installed
 

in
 

induced
 

trenches
 

[J].
 

Can.
 

Geotech.
 

J.
 

2010,
 

47(1),
 

147-163.
[21]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路桥涵地基与

基础设计规范:
 

JTG
 

D63-2007[S].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

社,
 

2007.
[22]

 

顾安全.
 

上埋式管道及洞室垂直土压力的研究

[J].岩土工程学报,1981,3(1):3-15.
[23]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FLAC,
 

Fast
 

Lagrangian
 

Analysis
 

of
 

Continua.
 

Version
 

5.0[M].
 

Minneapolis,
 

Min-

nesota: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2005.
[24]

 

OSAMA
 

A,
 

TIM
 

Newson,
 

HESHAM
 

El
 

N.
 

Scaled
 

physical
 

and
 

numerical
 

modelling
 

of
 

static
 

soil
 

pres-

sures
 

on
 

box
 

culverts
 

[J].
 

Can.
 

Geotech.
 

J.
 

2015,
 

52(11),
 

1637-1648.
[25]

 

马强,郑俊杰,张军,等.高填方涵洞减载机制与数

值分析[J].岩土力学,2010,31(S1):424-429.

MA
 

Qiang,
 

KU
 

Zhun,
 

XIAO
 

Heng-lin.
 

Model
 

Tests
 

of
 

Earth
 

Pressure
 

on
 

Buried
 

Rigid
 

Pipes
 

and
 

FlexiBle
 

Pipes
 

underneath
 

Expanded
 

Polystyrene
 

(EPS)
 

[J].
 

Advances
 

in
 

Civil
 

Engineering,
 

2019,
 

12
 

(1):1-13
(责任编辑:沈亚鹤)

·34·

(2020)第2期                                         应用技术研究



2020年6月第2期

总第55期            
绵 阳 职 教 研 究

Research
 

of
 

Mianyang
 

Vocational
 

Education          
Jun. 2020

 

№
 

2

收稿日期:2020.05.11
作者简介:任冬燕(1973-),女,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复合材料及高分子材料教学及研究。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项目“石墨烯/PANI电极复合材料的制备与电化学性能研究”(项目编号17ZA0210)。

AMPS掺杂PANI电极材料的制备与电化学性能研究

任冬燕 徐黎黎 杨娟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系,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在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AMPS)水溶液中采用化学氧化聚合法制备了

AMPS掺杂的聚苯胺(PANI)。将AMPS掺杂的PANI与无掺杂态的PANI作对比,对AMPS掺

杂态PANI的结构、微观形貌、电化学性能进行了详细表征。实验结果表明,AMPS掺杂态聚苯胺

比无掺杂态PANI电化学性能更好,更适合用作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
 

关键词:聚苯胺;超级电容器;电化学表征

中图分类号:TM538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Preparation
 

an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AMPS
 

doped
 

PANI
 

Electrode
 

Materials

Ren
 

Dong-yan,
 

Xu
 

Li-li,
 

Yang
 

Juan

(Dept.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Mianyang
 

Polytechnic,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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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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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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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Amps
 

d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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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prepared
 

by
 

chemical
 

oxidation
 

polymerization
 

in
 

AMPS
 

aqueous
 

solution.
 

The
 

struc-
ture,

 

morphology
 

an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AMPS
 

doped
 

PANI
 

were
 

characterized
 

in
 

detail.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show
 

that
 

th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AMPS
 

doped
 

polyanilin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undoped
 

PANI,
 

and
 

it
 

is
 

more
 

suitable
 

to
 

be
 

used
 

as
 

electrode
 

material
 

of
 

supercapac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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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超级电容器又称为电化学电容器、双电层电容

器,是一种介于普通电池和传统电容器之间的新型

储能装置[1-2]。根据储能机理不同,可分为双电层

电容器[3-4]和法拉第赝电容器[5-6]。超级电容器作

为一种具有诸多优点的新型储能装置,不仅可以解

决现在许多电源装置电容量低的问题,而且循环次

数多、稳定性好、节约能源、对环境影响小,是目前研

究的热点。以聚苯胺为代表的导电聚合物是超级电

容器实现赝电容储能的主要电极材料,聚苯胺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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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环境稳定性好,电导率高,是最重要的聚合物之

一。也是聚合物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重要研究方

向[7-10]。

目前,采用用导电聚合物作超级电容器的电极

材料,存在容量衰减较快导致超级电容器稳定性差

的问题。本文通过在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

酸(AMPS)水溶液中采用化学氧化聚合法制备出

AMPS掺杂的聚苯胺(PANI)。将 AMPS掺杂的

PANI与无掺杂态的PANI作对比,考察了 AMPS
掺杂态PANI的结构、微观形貌与电化学性能。结

果表明,AMPS掺杂态聚苯胺比无掺杂态PANI电

化学性能更好,更适合用作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

2 实验

2.1 聚苯胺与AMPS掺杂态PANI的合成

先将0.416
 

g
 

AMPS
 

溶于72.00
 

g
 

蒸馏水中,

充分溶解后搅拌均匀。再随后加入1.86
 

g苯胺,搅
拌均匀后超声10

 

min,,再随后将此混合液升温至

80℃。再将4.56
 

g过硫酸铵溶于40
 

ml蒸馏水中,

溶解后搅拌均匀,并将其预热至80℃。然后将预热

好的过硫酸铵水溶液快速加入到含有苯胺的混合液

中第一步形成的混合液中,在80℃
 

磁力搅拌保持反

应1
 

min,随后将其转移至冰水浴中(0—5℃),持续

继续反应12
 

h。待反应完成后加入丙酮破乳,过
滤、蒸馏水,洗涤、真空60℃干燥得到AMPS掺杂的

聚苯胺。

取再上述AMPS掺杂的聚苯胺置于40ml
 

含有

将0.1126
 

g
 

KOH溶液中,于40
 

ml蒸馏水中在磁

力搅拌状态下反应30
 

min。过滤、洗涤、干燥得到

无掺杂态的聚苯胺,搅拌均匀。将上述制备PANI
加入其中搅拌30

 

min,过滤,洗涤。在真空干燥箱

中干燥就得到不掺杂态PANI。若要得到掺杂态

PANI,则第三步完成后直接放入真空干燥箱干燥即

可。最后将干燥好的聚苯胺放入研钵中研磨,磨好

后放入塑料袋中备用。

2.2 电极片制备与模拟电容器组装

将制备好的产品PANI粉末、乙炔黑和粘结剂

(PTFE)按照质量比75:15:10混合均匀,将上述混

合状物略微加热以除去多余乙醇。碾压成厚度约为

0.2mm的均匀薄片。干燥12
 

h,在对锟机上反复碾

压,使其成为有一定强度且厚度约为0.2mm 的薄

片。在60℃
 

真空干燥,将其干燥以后用塑料薄膜封

好备用12
 

h。

将干燥好的极片进行称量,选取质量相近的两

个极片分别作为超级电容器的正、负极。按照极片

-隔膜-极片的顺序依次放入模具中,以1
 

mol·L
-1

 

的H2SO4 溶液作为电容器电解液,组装成聚苯

胺超级电容器。

2.3 电极材料的表征与测试

采用Leica
 

Cambridge
 

LTD公司生产的S440
立体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制备成的聚苯胺的形貌、粒
径大小等进行表面形貌进行观察。使用美国Nico-
let

 

5700型傅立叶红外变换光谱分析仪在4000~
400

 

cm-1光谱范围内对聚苯胺样品进行扫描分

析。采用上海辰华CHI660E电化学工作站对材料

进行电化学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AMPS掺杂态PANI的结构与形貌分析

图1是AMPS掺杂态聚苯胺的傅立叶红外变

换光谱。3439.61
 

cm-1 吸收峰对应的是聚苯胺的

N-H 不对称伸缩振动;1297.11cm-1 对应的是C
-N吸收峰;1562.23

 

cm-1 和1483.76
 

cm-1 对应

的分别是聚苯胺结构中的醌环和苯环结构特征峰。

这两个特征峰的出现证实了聚苯胺的存在。此外,

1646.94
 

cm-1 吸收峰和1100.44
 

cm-1 分别对应于

AMPS分 子 中 的 S= O 基 团 和 SO3H 基 团;
 

2922.92
 

cm-1 吸收峰和2852.25
 

cm-1 吸收峰对应

的分别是AMPS分子中的甲基C-H 和亚甲基C
-H 的伸缩振动;2341.20

 

cm-1 吸收峰对应的是

AMPS分子中的S-O的伸缩振动。这些主要基团

的存在说明了AMPS分子成功地掺杂了聚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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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MPS掺杂态PANI的FT-IR光谱图

  图 2 是 AMPS 掺 杂 的 PANI的 SEM 图。

AMPS掺杂的PANI的表面微观形貌以颗粒为主,

PANI颗粒不均匀,颗粒的大小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最小的为0.05
 

μm左右,颗粒为圆形,分布均匀;其
次的为0.25

 

μm左右的颗粒;最大的为0.5
 

μm左

右的颗粒。其中以0.05
 

μm左右的颗粒为主。

图2 AMPS掺杂聚苯胺的SEM图

  3.2 PANI的循环伏安特性
 

图3
 

是在扫描速率为5
 

mV/S下,AMPS掺杂

的PANI超级电容器和无掺杂的PANI的超级电容

器的循环伏安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0~0.8V
的电位区间内,两条循环伏安曲线都产生了一对氧

化还原峰,这表明了法拉第赝电容的存在。此外,
 

循环伏安曲线面积的大小可以反应电极材料的电容

性能。在同一扫描速率下,面积越大表明材料的电

容越大。可以看出,
 

AMPS掺杂的PANI的曲线面

积明显大于未掺杂的聚苯胺曲线面积,说明AMPS
掺杂的聚苯胺具有更大的电容性能,更适合做超级

电容器材料。

图3 AMPS掺杂的PANI和无掺杂PANI的伏安特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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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分别是在5
 

mV/s、10
 

mV/s、20
 

mV/s这

些不同扫描速率下,AMPS掺杂的PANI的循环伏

安特性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扫描速率为5
 

mV/S时,PANI的循环伏安曲线矩形度良好,表明

扫描速率较小时PANI电极电容特性良好。随着充

放电过程的转换,电流也快速转换达到一个平台,这

也说明了此时PANI电极电容特性良好。但是当扫

描速率上升到20
 

mV/S时,AMPS掺杂态PANI的

循环伏安曲线的形状发生了改变,这说明在大电流

下聚苯胺电极的氧化还原峰并未及时随电流改变而

出现。

图4 不同扫描速率下AMPS掺杂的PANI的循环伏安图

  3.3 PANI的恒流充放电性能

图5(a)、(b)分别是无掺杂态PANI和 AMPS
掺杂 态 PANI分 别 在1

 

mA
 

·
 

cm-2、5
 

mA
 

·
 

cm-2、10
 

mA
 

·
 

cm-2 的三种不同电流密度下的首

次充放电曲线。按照相关公式计算,无掺杂态PA-
NI在1

 

mA
 

·
 

cm-2、5
 

mA
 

·
 

cm-2、10
 

mA
 

·
 

cm-2 三种电流密度下的比容量分别为:330
 

F
 

·
 

g-1、259
 

F
 

·
 

g-1、194
 

F
 

·
 

g-1;AMPS掺杂态PA-
NI在1

 

mA
 

·
 

cm-2、5
 

mA
 

·
 

cm-2、10
 

mA
 

·
 

cm-2 三种电流密度下的比容量分别为:
 

432
 

F
 

·
 

g-1、371F
 

·
 

g-1、339
 

F
 

·
 

g-1
 

。PANI经 AMPS
掺杂后电容性能有明显的提高,在1

 

mA
 

·
 

cm-2,5
 

mA
 

·
 

cm-2 和10
 

mA
 

·
 

cm-2 的充放电流密度

下,比电容量分别提高了31%,43%和74%。

图5 无掺杂态PANI(a)与AMPS掺杂态PANI(b)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首次充放电曲线

  图6是两种类型的聚苯胺电极材料在5
 

mA
 

·
 

cm-2 的充放电流密度下循环1000次的比容量变化

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1000次循环后无掺杂态聚

苯胺的比容量在起始时的259
 

F
 

·
 

g-1 降低到了

80
 

F
 

·
 

g-1 左右,而 AMPS掺杂态聚苯胺的比容

量在1000次循环后仍能维持到114
 

F
 

·
 

g-1 左右,

表明AMPS掺杂态PANI
 

具有更好的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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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AMPS掺杂态PANI与无掺杂态PANI电极比容量Cs与循环次数的关系

  4 结论

(1)在AMPS水溶液中采用化学氧化法成功制

备出了AMPS掺杂态的PAN制备的PANI呈颗粒

状,颗粒粒径约为0.05
 

μm左右。
(2)AMPS掺杂态PANI和无掺杂态PANI作

超级电容器的的循环伏安性能表明 AMPS掺杂

PANI的循环伏安曲线中出现了对称的氧化还原

峰,良好的法拉第赝电容特性。与无掺杂态PANI
相比,AMPS掺杂PANI的循环伏安曲线面积较

大,具有更明显的电容特性。
(3)AMPS掺杂态PANI在1

 

mA
 

·
 

cm-2、5
 

mA
 

·
 

cm-2、10
 

mA
 

·
 

cm-2 三种电流密度下的比

容量分别为:
 

432
 

F
 

·
 

g-1、371F
 

·
 

g-1、339
 

F
 

·
 

g-1。比非掺杂态PANI分别提高了比电容量分别

提高 了 31%,43% 和 74%。经 1000 次 循 环 后

AMPS掺杂态PANI
 

仍能维持到114
 

F
 

·
 

g-1 左

右。较无掺杂态PANI相比,具有更好的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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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新闻视角下的城市旅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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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发展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城市旅游在城市发展

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城市旅游产业是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和依托,旅游城市形象的提高在我

国旅游城市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旅游新闻视角下旅游城市如何提高城市形象发展旅

游,凸出城市特色、提高城市竞争力提出可行性措施。

关键词:旅游新闻;新闻视角;城市旅游形象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Urban
 

Tourism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News

Wang
 

Ting

(Dept.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Mianyang
 

Polytechnic,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
 

Urban
 

tourism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field
 

of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promotion
 

of
 

city
 

image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ourism.
 

Based
 

on
 

the
 

perspec-
tive

 

of
 

tourism
 

news
 

repor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overall
 

image
 

of
 

the
 

city,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and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ity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Final-
l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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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受到广大

人民的关注,因为它是一门以“吃、住、行、游、购、娱”

为一体的新型产业,满足了消费者各方面的需求。

城市是作为旅游行业的依托,也是旅游行业的主体,

为此出现了旅游城市这一新概念。良好的旅游形象

为旅游新闻报道提供了广泛的题材和极大的发挥空

间,城市旅游行业的良好发展也离不开旅游新闻的

报道与宣传,因此旅游新闻是推动了城市旅游产业

的重要因素。

一、城市旅游形象和旅游新闻的概念

1.城市旅游形象

自1842年托马斯组织的火车旅游活动,该活动

拉响了旅游业的汽笛。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旅游

业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产业之一,有覆盖面广、发

·94·



展迅速等特征。在2011年我国国务院还把每年的

5月19号定位“中国旅游日”。作为旅游业重要载

体的城市,良好的城市形象是人们产生旅游动机的

关键因素。虽然现阶段的城市旅游发展速,有着很

大的机遇,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城市旅游想要发

展,只有独具特色、良好完善的旅游形象才能在众多

的城市中脱颖而出,引起大规模的城市旅游活动。

曾有人提出21世纪是形象时代,指明“形象力”

的竞争将成为市场竞争的主导形式之一。而城市旅

游形象是一个新的概念,在旅游业中旅游城市形象

是一个整体概念,概括了一个城市综合性的社会现

象,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总体声誉。因此,城市旅游形

象的塑造是很重要的。一个独具特色、亲切感人的、

形象良好的旅游城市是丰富了旅游者的经历、提高

回头客的、吸引庞大的旅游客户源的主要源泉。“形
象”的概念包括三方面,即形象客体,即客观外部的

自然资源、结构内涵历史文化、视觉识别系统等;形
象主体,即人;形象本体,即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感知映像。城市旅游形象提出的概念也是很重关

键的,需要同时具备综合性、稳定性和可塑性。

2.旅游新闻

对于旅游新闻的定义各界有着不同的见解,经
过访问从事旅游记者多年的耿闻,他说一个新闻是

否成为旅游新闻的前提就是该新闻要与旅游业有一

定的联系,其次,该新闻能否引起高达旅游者得关

注,并产生旅游兴趣与动机。从广义上来讲,只要与

旅游业有直接或间接的新闻都属于旅游新闻。促旅

游新闻的产生促使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新闻

又是以旅游业为基础开展新闻报道,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城市旅游也面临这激

励的竞争和挑战,城市旅游竞争的有很多方面,主要

是旅游资源的产品、价格、服务等,宣传也是很重要

的竞争力之一。本文讲的城市旅游形象宣传的竞争

一直都存在的,伴随着所有竞争的每一个阶段,特别

是在旅游城市相对成熟的阶段,宣传就凸显出了它

的重要作用。谁能把信息传达到潜在客户手里,在
该竞争中就优先占据优势。这时旅游新闻在宣传竞

争中就有着绝对的优势,城市旅游形象与信息传播

的重任就落到了旅游新闻上了。

二、旅游新闻与城市旅游形象的关系

1.旅游新闻的产生

当今社会飞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逐渐的提

高,旅游业也随着有了蓬勃的发展,各地的旅游信息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近年来旅游业所处的

社会环境不断的完善,这一行业也逐渐发展成熟,加
上人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对旅游产生了更

大的动机,旅游信息量的需求增加。旅游城市选择

何种传播方式,在第一时间把旅游信息以最快、最有

效的方式传达到大家手里。作为一种新型新闻的旅

游新闻,不仅具备了普通新闻可靠、说服力强等主要

的特征,还包括了城市旅游形象等特点,在间接上或

直接上促进了城市旅游形象的打造。

2.旅游新闻的归类

旅游业的发展催生了旅游新闻,20世纪以来,

旅游新闻报道从无到有,到现在出现了种类繁多的

旅游类报刊、专题等,业内人士将旅游新闻类报道分

成了三大类。首先旅游界的动态新闻,有简洁明了、

通俗易懂、准确可靠等特性,该类型新闻覆盖面广,

合适全国各地的旅游城市应用;二是游记类专题报

道,游记报道需要体现出浓郁的个人特色和个人旅

途体验,行文活波,风格不限,可传递大量的旅游信

息,从情感、人文方面入手,最能激发消费者的旅游

动机;最后一类是旅游服务类报道,这是最全面最详

细的报道之一,可以围绕着“衣、食、住、行”各方面入

手,包括游玩、购物、娱乐等要素的资讯和信息,具有

非常强的实用性和服务性。根据调查,目前我国业

内对旅游新闻报道的研究并不多,旅游新闻的特性

表现不明确,没有得到更大的发挥。在编写和采写

方面,还是遵循一般新闻的编辑模式。旅游城市没

有积极利用好旅游新闻的作用,旅游新闻没有适应

城市旅游的发展,也没有满足受众对旅游新闻报道

多样化的需求。

3.旅游新闻与城市旅游形象的关系

现代旅游业是不断发展的一项新型产业,旅游

城市的竞争也需要跟上时代额步伐,从单一的产品

竞争转到多元化的竞争。城市旅游形象属于一种客

观的社会存在,也需要通过各种媒介对此进行主观

上的传播,社会大众对一座城市的认识主要来自大

众媒体。马尔科姆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他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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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的选择权、主动权以及优先权都在大众传

媒的把握中,新闻报道的特殊功能能够在受众的周

围中营造一种良好、和谐的舆论氛围,是促使受众参

与城市旅游中的重要武器。旅游新闻作为旅游城市

形象重要的传播途径,在旅游城市形象的传播与大

众接受旅游信息中,旅游新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检验一位游客对城市的了解有多深,多数从旅游新

闻的报道中体现出来。

三、旅游新闻的基本特性在城市旅游形象中的

作用

旅游新闻具有别的新闻或传播方式没有的特

性,如旅游新闻特有的扩展性、依附性、文化性等特

性,得到了各地旅游城市的认可与运用。

1.旅游新闻的扩展性

旅游新闻是依托旅游产业而生,因此受到了旅

游产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扩展性。在我国,旅游业

是一项新兴产业,正处于发展和上升的阶段,与交

通、餐饮等关联性强,在这些方面有待完善,具有十

分明显的拓展性。旅游新闻报道要加强对旅游城市

的报道与关注,就得把餐饮业、交通运输等行业联系

起来,把相关的信息传达给受众,为消费者高效、便
捷的出行作保障。旅游新闻所具有的拓展性从根本

上实现了资源共享这一原则,是促进旅游业之间顺

利沟通、相互合作、取得良好发展效益的重要保证。

2.旅游新闻有明显依附性

众所周知,旅游产业所涉及的行业众多,包括餐

饮、交通、娱乐等行业,并与这些行业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因此旅游新闻虽然具有题材广泛这一重要特

点,也有明显的依附性。经过研究,旅游新闻较强的

依附性也体现在其它地方,旅游新闻报道需要对产

品进行设计、包装和修缮,在此过程中作者要了解业

内基本的发展状况,包括旅游路线、购物导图、交通

工具等。

3.旅游新闻具有很强的文化性

旅游新闻都具备一定的文化性,主要是体现在

旅游报道中都有提到旅游城市的文化内容。最基本

的表现手法就是宣传报道古代名人游记、散文、诗歌

等,为旅游城市渲染了浓郁的文化底蕴,也为旅游新

闻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根据研究,旅游业

不仅是构成人们消费的主要行为之一,也是人们陶

冶情操的重要途径,所以,城市文化历史底蕴在激发

人们产生旅游动机中有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为

此,城市旅游文化在塑造旅游城市形象中是很重要

的,关系到旅游业的发展。经过对比我国的几座知

名的旅游城市发现,旅游资源越丰富、文化品味越

高,那么该诚的旅游价值也会随之提高,引发旅游人

群曾多,在提高该城的经济效益方面也有很大的提

高。因此,一座旅游城市和旅游新闻所具备的文化

性
 

,经过旅游产业这个经济背景会更加明显的表现

出来。在旅游产业的经济背景下表现得更加突出。

而一个旅游城市的文化如何传播,就落到旅游新闻

头上,旅游新闻是一座旅游城市文化宣传最有效的

方式之一。

四、优化旅游城市形象的措施

1.
 

旅游新闻报道要把握好市场规律

首先,旅游报道要把握市场规律,抓住受众需

求,凸出旅游特色,均匀报道。不同时期,针对不同

人群报道形式不同,淡季、旺季报道需要有针对性的

均匀报道,才能满足受众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旅游需

求。其次,旅游报道要从市场、受众角度出发,把握

旅游市场发展规律和受众的需求,进行针对性报道。

淡季报道避开人流量宣传,转而对住宿、门票、旅游

费用等进行报道,突出淡季的优惠政策。旺季报道

风土人情、客流量等、美食等。因此,旅游新闻报道

在树立旅游城市形象时,要注意根据不同的景区,旅
游特色不同,在旅游报道中要做到客观真实报道,从
新颖的角度出发,细分受众,灵活报道。

 

2.积极利用旅游新闻优化对外交流的渠道

因特定的社会环境、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城
市旅游形象对外进行传播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和挑战性
 

。首先,社会环境复杂,传播媒介和传媒

公司都有很大的选择性,信息传播渠道也很广泛,会
出现很多无法预测和阻止的负面新闻流动;其次,我
国城市旅游形象传播收到较大的局限,如国际媒体、

社会公众等的影响,阻碍了旅游城市形象的管理,导
致了旅游城市形象在宣传上难以打破僵局。因此

 

,

旅游城市想要塑造积极的旅游城市形象,在对外交

流发有待加强,积极利用新闻媒体的影响,使旅游信

息与消费者进行良好的交流,并产生积极的互动体

验。只有使受众接受到准确、 (下转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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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提升大学生的法

律素质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也是使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有效手段;大学生

的法律素质高低直接决定着依法治国的成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

主阵地、主渠道;加强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是依法治国、适应科技进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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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概况

教育强则国家强,高校的教育工作水平标志着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时代的发展为我们高校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新

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上明确

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强烈;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

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这充分说明了在大数据时

代的今天,信息传播途径多样化,人人都是自媒体,

尤其是面对接触新鲜事物较快的大学生群体,打开

认知的方式更加多元和开放,但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仍然十分单薄,法律素质普遍不高,无法透过虚拟网

络的隐蔽性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从而导致大学生

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同时,教育部思政司也对各

高校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因此,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要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优化

教育方法,改变教育手段,才是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根本。

二、高校大学生培养目标及法律素质要求

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从大多数高校

的培养方案来看,一般分为总体培养目标和专业培

养目标两个方面;总体培养目标多以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专业培养目标则根

据不同专业性质有不同的设置,开设部分与专业相

关的法律基础知识,能够着手分析和处理专业领域

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法律素质顾名思义是指对法律的基本认知、基
础运用和根本信仰。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了一系列的法治新思想,这不仅成为了报告

中闪亮的“音符”,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对法制建设的

重视和关注。大学生群体相对来说具有较高的科学

文化水平,他们代表着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现

状,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更是新时代背景下全面

依法治国的关键。高校旨在培养将来能够适应社会

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因此,大学生

法律素质培养是高校教学中一项尤为重要的教育内

容,作为高校大学生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思维、遵守法

律规定、具备相关法律知识以及运用基础的法律知

识解决生活中简单的实际问题;高校在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中也必须加强法律相关的课程教学,促进校

园文化与法律教育的结合、创新法律教学手段等,只
有保证法律教育的质量和提高法律教育的效率,才
能使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因

此,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素质的培养上,应当将

法制教育融入素质教育中,在指导大学生法制教育

时,要着重培养大学生必备的法律基础知识、健康的

法律观念和正确的法律素质。

三、高校大学生法律素质现状及原因分析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治理

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社会的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人民群众具备一定水平的

法律素质是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必要要求,大学生

作为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则更应该重视法律素质的

培养,这关乎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未来,但近几年大学

生违法犯罪事件和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都愈加的频

繁出现,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当今大学生基本上都属

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的能力,虽然受着高等教育,但现阶段仍然处于青

春期,他们还不懂得如何合理、合规、合法的规范自

己的言行,法律素质普遍不高,大多数还停留在“不
犯法就行”的认知阶段,主要原因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受教育阶段来看,无论是九年义务教育

阶段,还是高中教育阶段,大都偏向于应试教育,随
着社会不断发展,品德教育也越来越被重视,但是法

制教育确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法律意识十分

单薄,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大学阶段,大学校园普

遍存在普法宣传力度不够的现象,这就直接导致了

青少年群体接受法制教育不足,当今时代大学生被

侵害事件屡有发生,其中不乏因为“无知”而走上了

受害道路,比如:2017年轰动一时的“李文星传销

案”,据《新京报》报导,毕业于东北大学的李文星,在
毕业求职过程中未能正确判断,误入了传销组织,而
后为了逃离传销组织,最终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根据

当时的尸检结果及现场勘查情况,李文星属于意外

落水后溺水死亡,排除他杀,因此未予刑事立案。在

这样一个案例中,李文星的确是因为被骗后被迫进

入传销组织,他确实是一名受害者,但究其根本,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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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误入传销组织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自身法律意

识单薄,传销组织固然可恶,但倘若李文星有较强的

法律意识,能正确判断是非,也不会酿成此果。
(二)法律知识匮乏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大学生都是通过《思想

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门课程来获取法律知识,但
在这部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的内容仅仅不到四分

之一,本就不足以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同
时将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混同进行,更加容易使得

学生忽略法制教育的重要性;部分高校有开展法制

教育专题讲座,但陈旧的传播手段,加以枯燥的法律

知识,无法提起学生的兴趣,使得法律知识无法被学

生吸收,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大学生法律知识匮乏,

更重要的是大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所需

要的法律知识缺乏认识,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没有引

起重视。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无数“不知者无畏”的大学生钻进了“校园网贷”这个

无底洞,河南某大学生欠下巨额校园网贷后跳楼自

杀和高校女大学生“裸贷”等事件成为了2017年两

会中教育方面的重要关注点之一,这就说明了当今

大学生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对法律风险意识不高,

也凸现了高校在校园法制教育方面还存在不足。
(三)法律信仰缺失

当今大学生进入大学阶段就开始了专业学习,

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很难建立起自己的法律信仰,无
法从自己内心深处拥有对法律的尊重和坚定对法律

信念,缺乏对法律的敬畏,“法不外乎人情”的观念制

约了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缺乏对法律的基本信

仰,就直接导致了大学无法正确的遵守法律、使用法

律、守护法律,不会以法律的准则约束自身的行为,

更不懂得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目前,除了

专业课程以外,各高校更加重视计算机、英语、普通

话等实用性更高的课程,会将大学生计算基础、大学

英语、普通话等设置为各专业的公共课程,而法律课

程往往会被忽视,大多根据专业要求开设1门相关

专业的法律课程,比如会计专业,开设了《经济法》课
程,但学时相对较短,对没有法律基础的学生来说,

很难听懂一些皮毛,从而对法律课程失去兴趣,学生

没有兴趣,教师开设的法律类选修课程自然也就大

大减少,学生对法律的信仰也就很难树立起来。

(四)法律实践能力不足

高校在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中,大多偏重于理

论教学,而忽视了实践能力的提升,在非法学专业的

学生中,普遍缺乏法律实践活动,用法律来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还十分不足,无论是在校园生活中,还是

毕业后的求职之路,大学生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很难

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比如:大学生在实习阶段大

多都不可避免的会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在毕

业后的求职阶段,又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
少同学都会因为缺少法律实践能力,选择一家不太

规范的单位,从而走入该单位设下的圈套,面对用人

单位不合理的岗位调配,被逼辞职,并且需要赔付高

额的违约金,或者是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入职

前交付用人单位一笔押金,如果大学生拥有基本的

法律实践能力,就应该知道如何拒绝用人单位不合

理的要求,从而确保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四、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路径

(一)加强法制教育

高校要为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创造良好的校园

法治环境,首先是加强校园法制宣传教育,优化校园

的法制环境,通过文化宣传栏,校园广播对法律知识

进行传播,积极开展有关法律主题的班会活动,举办

法律宣传主题板报比赛活动等,结合当下互联网发

展的特点,利用好校园网络环境,加强网络环境下的

法制教育,使大学生在日常的校园生活中感受到校

园法治文化;其次是建设高水平思政师资队伍,加入

法学专业的教师到思政教育工作的师资队伍中,让
法学专业教师从更加专业的角度帮助大学生建立良

好的法律思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

识,同时也要利用好信息化教学的手段,提高大学生

的学习兴趣,这是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基本途径。
(二)优化课程设置

高校要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根据社会的发展,

从应试教育逐渐向素质教育转变,道德教育和法制

教育两手抓,对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应不局限于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门课程,和原有的

学时分配,学校应尽可能给与更多的授课学时,适当

的侧重于法律基础的学习,才有益于获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同时根据不同的专业,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时,应将与专业直接相关的法学课程纳入必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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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比如会计专业开设《经济法》《税法》等法学课程,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增设与大学生学习、生活以及未

来的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学专业选修课,比如:《劳动

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社会保障法》等,让法律素质

教育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的更加紧密,这是提

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本质途径。
(三)树立法制观念

法律会随着我们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

只有为大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法制观念,丰富的法律

知识才不会形同虚设,知法只是前提条件,守法才是

大学生应该追求的真正目标,高校可以根据大学生

所修专业聘请校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到校做法律专

题讲座,使大学生从法律实务工作者中树立起正确

的法制观念,除此之外,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职业生

涯规划的过程中,应当提升各专业学生对未来职业

中所需要的法律知识的认识,增强学生学习法律知

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未来就业提供必要的法律

支持,这也是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根本途径。
(四)丰富实践活动

大学生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也是大学阶段所

必经的课余内容,在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中,加入

社团、协会是其中的重要测评内容,学校可以组建各

式各样的法律事务类的社团,举办不同规模的法律

学术交流活动,加深大学对法律的认知,也可以适时

的开展一些法律知识竞赛、模拟法庭审判等专业性

和趣味性兼具的活动,还可以由学校法学专业的教

师带队,设立“法律教育和咨询中心”,组织培训加入

中心的学生,为更多的同学们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同

学们解决在大学生活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用
合理的方法化解矛盾,避免走上极端,通过各种各样

的法律实践活动的方式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质,这
是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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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技术专业建设路径探究
———以绵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张晓云 蔡俊辉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四川绵阳
 

621000;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四川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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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建设是教学管理的核心工作,是行业需求在人才培养上的直接体现。为了准确定

位软件技术专业建设内容、培养模式和发展方向,为特色化、品牌化建设提供参考,本文作者通过对

行业发展情况(包括行业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人才和技能需求)、同类院校的建设情况(包

括专业设置、课程构建、师资队伍、培养途径)和绵阳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跟踪情况开展调研,提

出了以面向特定岗位(前端工程师、全栈工程师、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工程师)的通用技术作为软件

技术建设内容,以教材、技能大赛和职业资格证书为载体的提质增效途径,以混合师资和校企轮训

为师资培养模式的专业内涵建设建议,也提出了以面向全日制学生和社会人员的差异化、泛职业化

教育和学历贯通的专业发展思路。同时文章提出了可以与企业联合申报职业大学,引入社会资本,

丰富软件技术专业的层次;教师通过特色工作室服务社会等观念。

关键词:软件技术;专业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Software
 

Technology
 

Specialty

———Take
 

Mianyang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

Zhang
 

Xiao-yun1,
 

Cai
 

Jun-hui2

(1.
 

Dept.
 

of
 

Computer
 

Science,
 

Mianyang
 

Polytechnic,
 

Mianyang
 

621000,
 

China;

2.
 

Dep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ianyang
 

Polytechnic,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
 

Specialty
 

construction
 

is
 

the
 

core
 

work
 

of
 

teaching
 

managemen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posi-

tion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content,
 

training
 

mod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oftware
 

technology
 

specialty,
 

through
 

a
 

series
 

of
 

research
 

work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the
 

specialty
 

con-

struction
 

of
 

similar
 

colleges
 

and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graduat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

·65·



fessional
 

development
 

ideas
 

based
 

on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the
 

training
 

of
 

general
 

technology
 

is
 

the
 

main
 

cont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participation
 

of
 

skills
 

competition
 

and
 

the
 

exami-
nation

 

of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are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asic
 

teacher
 

training
 

mode
 

is
 

mixed
 

teachers
 

and
 

school
 

enterprise
 

rotation
 

training.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
ses

 

that
 

social
 

capital
 

can
 

be
 

introduced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software
 

technology
 

specialty
 

construc-
tion

 

through
 

the
 

form
 

of
 

joint
 

education
 

with
 

enterprises.
Keywords:

 

Software
 

major;
 

Construction
 

path;
 

Methods
 

to
 

explore

  前言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软件技术专业从1998年成

立以来,经历了22年的建设历史,拥有了1名荣誉

教授、5名客座教授、14名专业教师以及20余名企

业兼职教师的教师团队,与中国计算机学会、四川省

计算机学会高职高专分会、四川省区块链协会等行

业学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累计培养软件技术人才

约3千余人,成为了学院的特色专业之一。该专业

经过了三次重大的发展阶段,一是2003年“四川省

校企合作专业建设”项目,实现了软件技术专业的校

企共建,专业建设走上了校企共育的道路;二是

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

产业发展能力”项目建设,通过了师资培训、教材建

设、实验室建设、教学资源建设等形成了一批校企合

作的成果,并带动辐射到了其它专业和专业群;三是

2016年与绵阳市政府和当地IT企业联合,创建了

第一个产业学院“中国科技城·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学院”,入驻绵阳市软件园,与地方产业和行业

的合作与交流更加深入,逐步形成了与不同特点的

多个企业联合协同育人的新路子,培养了服务本地

企业的软件技术人才。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近十

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迅猛壮大,软件技术专

业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

行业的发展、需求的增加,带来的专业建设的方向选

择,是选择面向特定行业的方向,还是选择通用技术

方向。二是行业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和更新换代,使
得产业的岗位分工越来越细,带来的专业教学中课

程设置的问题:人才培养应该如何针对上述变化及

时调整和更新。面对挑战,我们应该如何抓住机遇,

顺势而为,着力建立特色品牌,获得专业的生存和发

展机会,这是开展本次调研的目的之所在。

1 调研目的

确定现阶段软件技术专业发展方向,指导调整

专业建设目标和策略,针对专业的优势与不足,扬长

避短,为将软件技术专业建设成特色鲜明的品牌专

业提供参考。
 

2 调研内容

本次调研从以下3个方面开展:一是行业(产
业)发展和产业人才需求情况;二是同类院校软件技

术专业建设情况;三是我校软件技术专业毕业生的

跟踪反馈情况。设计调查问题如下:
 

(1)行业(产业)发展、产业人才需求和人才职业

发展路线等现状。了解服务产业的人才层级和体系

构建,确定知识技术与岗位技能的对应关系,以确定

人才技能构建的支撑体系。
(2)同类院校软件技术专业建设情况。对标先

进、知己知彼、扬长避短,走特色化发展之路,避免专

业同质化带来的就业压力。
(3)近年软件技术专业毕业生反馈情况分析。

找出影响毕业生质量和就业困惑中可能存在的人才

培养问题,实施“三教”改革、提升培养质量。

3 调研情况分析

(1)行业(产业)发展、人才需求现状

(a)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2017年中国计算机学会在福州召开了“软件定

义世界”主题大会,7000多来自国内外的IT行业人

员参加了该会。会议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软件技术对

现代工业、智能农业、服务行业的重要作用,把计算

机软件技术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互联网

为基础设施,云计算为商业平台,大数据为生产要素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形成,促进了人类社会逐渐从数

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时代迈进;数字化成为经济体

系构建的重要手段,数字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为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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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业提供了高速发展的空间。从2017年开始软

件产业的规模逐年上一个台阶,如图1所示,增速达

到15.4%,远超GDP的增速;软件著作权登记2017
年就突 破 了100万 件,连 续 三 年 的 增 速 超 过 了

30%。

图1 软件产业年产值

按照上述发展速度,可以预测十四五期间,随着

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新兴技术与产业的深入结

合、5G移动通信的广泛应用,软件产业体系将进一

步完善,形成感知层-传输层-计算层-分析层-
应用层组成的完整的工业生态体系。

中美贸易摩擦推动了自主可控方面的研究和应

用,基础软件、前沿软件、开源软件将吸引大量的、优
秀的高端软件技术人才。随着软件产业逐步成为产

业数字化的核心驱动力,会促进产业全方位、全角

度、全链条的转型升级改造,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

软件产业将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核心产业和资本密

集型产业。软件产业发展的趋势将从“软件定义世

界”到“软件驱动世界”。软件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

软件定义世界需要大量人才,软件驱动世界更加需

要大量人才。
(b)区域和地方产业发展分析

四川省作为中西部最大的内陆省份,在十三五

规划中高度重视以软件技术为驱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在产业经济中的应用与研发。①在系统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部分明确指出“整合创新力量,加快突

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航空

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核心技术。重视颠覆性技术

创新。”
 

②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部分也指出“推进

农业标准化、信息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扩大农产品网销网购规模。”③在建设先进制造强省

部分则写到:“对接国家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促进信

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

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实现信息化普及、智能化转

型、高端化突破。集中力量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

术、航空航天制造……等先进制造业。”④在规划中

专门加入了“推动信息化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内

容,其中就要求“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催生发

展新形态、新业态,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

各类创新,有序推进
 

‘互联网+’农业、制造、金融、

交通、电力、安全、文化、教育、医疗、环保、旅游、物
流、家居等发展,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

物流链创新,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发

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加快建设成都、绵阳等物联网

产业园。推动大数据广泛深度应用,深入挖掘数据

资源经济社会价值,推进大数据开放共享,推动云技

术创新发展,发展大数据产业。加快电子政务云建

设。”等内容。另外,2018年11月30日四川省委省

政府在《关于加快构建“5+1”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了构建“5+1”现代产

业体系。“5+1”现代产业体系的5个产业体系的第

一个就是电子信息现代产业体系,“+1”则是数字经

济。实施构建“5+1”现代产业体系,四川省将产业

布局放在了“16+1重点产业领域”上,其中新一代

网络技术、大数据、软件与信息服务、智能装备、新能

源与智能汽车和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与软件产业密

不可分。

由此可见,四川省对软件产业在现代产业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的高度重视,软件技术将持续发挥对

产业的推动作用,软件产业将成为四川现在和未来

大力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领域。
(c)软件产业技术技能需求情况分析

CSDN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IT技术社区,每年

都对中国的软件开发者都要进行调研。从2017到

2019年CSDN的年度开发者报告中可以看出:①软

件开发岗位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和IT
制造等技术领域,呈现出更加集中的趋势,开发者在

这三个技术领域的岗位占比从2018年的64%上升

到了84%;在互联网应用中从事前端开发的岗位占

比从2017年的19%提升到了2019年21.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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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栈开发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岗位,到了2019
年,其拥有的开发者的比例已经占到16%,成为第

三大开发者职位;与全栈开发一样快速增长的还有

移动开发,2019年占比达到9.6%。②软件开发者

使用的程序设计语言主要有java、javascript,SQL
取代R语言称为了开发者第三大开发语言,c/c+
+的使用人数从17年的27%上升到了19年的

31%,python一直是一个持续的学习热点。③关系

型数据库仍然是数据库的主流,其中 MySQL市场

份额更是从66%上升到了83%,但是泛SQL和分

布式数据库系统的使用正在上升。④操作系统桌面

端主 要 集 中 在 两 大 类:Windows和 Linux,其 中

Windows占70%左右、Linux占20%左右,这个份

额分布近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由于在开源社区中

Linux的份额在快速增长,特别是随着我国加速自

主可控研究和推广以后,Linux在市场上的占比会

越来越大;在移动端,iOS和Android是移动端操作

系统 的 主 流。⑤ 常 用 的 开 发 平 台 有 Windows、

Linux和 Android;web框架则主要集中在spring
和Vue.js上,前端用Vue.js,后端用spring成为了

开发者常用的搭配,由于移动端的加入,技术框架主

要的热点在Node.js上;集成开发环境则从两年前

的Eclipse变成了Visual
 

Studio。

技术发展热点以大数据应用为首,人工智能的

应用和物联网技术应用带来的开发领域依然受到关

注,个人认为随着智能化和5G应用,人工智能和物

联网技术会井喷式发展,对开发者的需求会激增。

而前两年的云服务被区块链技术所替代,见表1。
表1 CSDN《中国开发者报告》的部分数据

序号 条目 主要分布 备注

1 技术领域 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和IT制造 累计占比83%

2 岗位 前端开发、全栈开发、移动开发 累计占比47.1%

3 编程语言 Java、javascript、SQL 最受欢迎,python是开发者学习的首选

4 操作系统 Windows、Linux 占90%,但是这个趋势在分化

5 技术平台 Windows、Linux、Android 我国的主流开发平台

6 数据库 MySQL 占比83%

7 类库和框架 Spring和vue.js Node.js为热点

8 集成开发环境 Visual
 

Studio

9 技术热点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 云技术日趋成熟,公有云服务提供的门槛较高

  HackerRank
 

发布了全球
 

2020
 

年《开发者技能

报告》。报告中指出全球使用量最大的开发语言是

javascript,其次是java、c和python语言;使用者最

多的 框 架 是 AngularJS,然 后 是react和spring,

vue.js排在第8位;技术平台 Windows和Linux,

有一半以上的开发者在过去一年内同时使用了这两

个平台;操作系统 Windows占45.8%,Linux26.
6%和 MacOs占27.5%,见表2。

表2 HackerRank《全球开发者技能报告》的部分数据

序号 条目 主要分布 备注

1 岗位 全栈开发、后端开发、数据科学家 其中全栈在所有技术领域的需求占比48%

2 编程语言 Javascript、
 

Java、c和python python和go是开发者新学开发语言首选

3 操作系统 Windows、Linux、macOS
Windows占 比 最 高,约 为45.8%,Linux、
macOS平分秋色。

4 技术平台 Windows、Linux

5 数据库 MySQL、PostgreSQL、Microsoft
 

SQL
 

Server MySQL占比55.6%

6 类库和框架 AngularJS、react、spring

7 技术热点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95·

(2020)第2期                                      专业建设与教学研究



  从以上两个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共同点,如

Java和Javascript是最受欢迎的编程语言,技术平

台的主力是 Windows和Linux等等。与国际上不

同的是,我们的大数据分析类技术占比较小,如

Perls语言程序开发工程师是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开

发者岗位,Go语言是全球开发者学习的首选,而在

我国使用者很少,学习热情也不高。

在上述调查过程中,发现大数据成为了软件开

发主要的生产资料,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在未来

将成为推动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这些新技术

热点的相关知识应该尽快成为软件技术专业的教学

内容。
(d)产业人才需求情况分析

①软件产业从业者调查情况分析

在近三年的CSDN《中国开发者报告》和2020
 

年HackerRank
 

的《全球开发者技能报告》中,开发

者越来越关注开源软件、开源开发社区和知识可控。

从全球的开发者情况来看:一是工作年限为
 

5-9
 

年的开发者占比最高,其次的工作年限是
 

10-14;

二是开发者学历本科以下29%左右的,其中近50%
的企业从培训机构招人,岗位满意度为72%。我国

的开发者情况:一是30岁以下开发者为行业主力

军,占比超过80%;二是具有专科及以下学历的开

发者占比22%。从全球看,小公司对学历的要求不

高。

最受欢迎的从业者包含以下素质:快速学习新

技术和语言的能力(71%)、丰富的实践经验(61%)、

渴望承担新的责任(52%)。

作为竞争激烈的高薪行业,占比22%的专科及

以下学历的软件开发者说明了优秀的高职毕业生具

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个行业的

竞争非常激烈,要想成为开发者或者扩大高职毕业

生的占比,必须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特别是持续学

习能力的培养。还应该明确的是,高职学生的就业

面向是众多的中小微企业。

②软件开发岗位招聘情况分析

本次调研主要集中在Boss招聘和智联招聘(另
一主流招聘平台猎聘因为主要面向高端开发者,高
职学生毕业后直接通过该平台招聘的情况比较少,

因此没有纳入分析)。从招聘的职务可以看出,职务

分工越来越细,如图2是BOSS招聘关于软件开发

岗位的招聘职务分类;图3为智联招聘的互联网IT
职位领域的分类。

图2 BOSS招聘中按照技术的职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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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智联招聘中按照技术领域的职位分类

  在招聘的职务中,编程语言要求比较集中在:

java、python或者c/c++;框架多为spring、vue.js
和react;操作系统 Linux比较多;数据库主要是

MySQL。除了一般的技术要求以外,很多都限定了

技术领域:如技术栈、分布式开发等内容。以上海和

北京招聘的前端工程师岗位为例,可以看到基于

web的前端开发技术(js+css+html)是基础,一般

都会要求具有一种以上的开发框架或者类库,如图

4所示:

 

图4 BOSS招聘网对前端工程师招聘要求举例

  从职位招聘的技术要求看,通用技术仍然是主

要的招聘内容,岗位分工随着新技术和智能化发展,

更加细化。在招聘中增加了特定的领域或者工具的

要求,因此就要求人才培养中必须扎实通用知识和

能力的培养,加大核心技术的训练。如果要提高学

生就业宽度和缩减学生的适应周期,在培养方案和

学校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该通过开设大量的知识

技能选修课程,为学生提供多种技术的学习选择。

不难看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对软件技术专业

毕业生的需求持续旺盛,特别是高端软件人才被知

识自主可控的基础软件、前沿软件和开源软件等领

域吸纳以后,在软件产业链上日常应用和移动应用

软件开发等低端应用开发和软件运维岗位将为高职

学生提供更大的就业空间。
(e)教育部专业教学标准解读

教育部2019年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颁布了软

件技术专业的专业教学标准,这个标准中规定软件

技术专业的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岗位群和所需要的技

术(见图5)。

图5 教育部软件技术专业教学标准中的职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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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5中就业面向中可以看到,软件技术专业

涵盖了包含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工程在内的六大类职

业群,在每个职业群中又包含多中工作岗位,如程序

设计人员、软件工程技术人员。与此对应,以人工智

能工程系统开发为例,在BOSS招聘就细分为13类

岗位(见图6):

图6 BOSS招聘中人工智能类岗位分类

  从图6上反映了软件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技术

与产业的多维度结合,衍生出了非常多的技术需求,

从而推动的知识技术的进步与岗位细化,进而可以

看出软件技术专业包含的知识/技术非常多,因此在

教育部的高职专业教学标准中,软件技术专业的专

业核心课程的设置就分为了三个方向,如图7所示:

图7 软件技术专业教学标准中的核心课程设置要求

  这三个方向的核心课程从编程语言到工具类

库/框架区别都非常大,这也体现了目前软件产业中

岗位分工和技术细化的特点。对比线上招聘所需的

技术,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方向对应了目前软件技

术产业不同细化应用或者岗位中三个应用量较大的

主流技术包/群。事实上,还有更多的技术没有体

现,这与教育部文件的纲领性有关,同时也对学校特

色化专业建设提出了要求。如果要实现职业教育与

职业岗位无缝对接,各个学校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

通过专业拓展课程开设特色化选修课程,也可以在

专业拓展课中将近阶段主流的技术或者新知识植入

教学中。

在本次教育部的专业教学标准中除了课程、就
业面向等方面的内容以外,还对师资队伍建设提出

了明确的要求,见图8。

图8
 

教育部专业教学标准(软件技术)对师资队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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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同类院校软件技术专业建设情况分析

在本次调研中,选择了7所特高校和一所特色

软件学院作为本次调研的对象。此外还选择了省内

2所综合条件最好且有软件专业的学校作为调研对

象,共计10个样本学校。调研的方法采用了对比分

析,分析范围选择了:专业设置、课程构建、师资队伍

和培养途径等4个维度。
(a)专业设置

表3 不同学校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统计表

序号 学院名称 专业设置 说明

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分为国际班和国内班,培养规格各不相同;
设置了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和人工智能技术
服务专业。

2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 工 程、软 件 技 术、软 件 技 术
(嵌入式)

此外还单独成立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大数
据技术及应用、移动互联及应用技术专业。

3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 术 细 分 为 软 件 开 发 与 设
计、移 动 通 信 软 件、软 件 外 包 服
务、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测试、
网站规划与开发技术、Linux软件
开发和 游 戏 软 件 开 发 等8个 方
向。

该校各专业还细分了校企合作班和普通
班、国际班和非国际班,它们的培养方案完
全不同,共计有13类人才培养方案,此外将
人工智能、移动应用单独设置为不同的专
业。

4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将软件开发中的移动应用开发、大数据应
用、人工智能方面的开发单独设置了三个
专业,分别为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移动
应用开发专业、智能控制技术专业-人工
智能方向。

5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软件技术分为三年制和3+2分段培养方
式,开设了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大数据技术
与应用、移动应用开发。

6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还设置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

7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设置了计算机信息管理、大数据技术与应
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等专业。

8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软件技术
分为java程序设计和软件测试两个专业方
向。

9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没有设置方向。

10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软件开发、移动开发、软件售后及维护三个
方向。

  从表3可以看出,部分学校直接紧跟行业发展,

及时开设了基于软件技术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大
数据技术及应用、移动应用开发等专业;也有学校则

在原软件技术专业中设置了不同的方向,如嵌入式

方向、移动软件开发、游戏软件开发、Linux软件开

发、前端开发等以适应行业(产业)发展。这是由于,

第一软件技术是现代工业体系不可或缺的驱动力,

学生学习的需求和经济建设的需求都很旺盛,综合

性高职院校必须承担人才培养的任务;第二软件技

术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越来越丰富,一种大而全的人

才培养方案已经不适应现有产业的需求了,必须通

过顺应行业(产业)发展分向培养具有不同技术特点

的技能人才;第三为了能够让毕业生与产业对接,并
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的规律,上述学校对软件

技术都进行了细分。但是在调查中也发现,随着新

专业或者新方向的开设,师资队伍建设、知识技能短

板以及实验实训设备不足等问题随之而来。
(b)课程构建(以核心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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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学校软件技术设置的核心课程表

序号 学校 专业 核心课程

1
深 圳 职 业 技
术学院

软件技术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python、网络和数据库开发、企业级应用开发、
web应用系统开发、移动应用开发、智能数据应用、H5跨平台应用开
发、软件测试

软件技术国际班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及应用、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web程序
设计、python编程、软件测试

2
常 州 信 息 职
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Java程序设计、web应用开发、SSM 项目开发、软件测试、spring

 

boot
开发、微服务框架、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软件工程
Java程序设计、java

 

web程序设计、java
 

EE项目开发、软件工程、软件
体系结构

3
河 北 软 件 职
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软件开发
方向之一)

PHP编程、HTML5/CSS3/JS网页开发、面向对象项目开发、微信小
程序、java基础、java

 

web核心技术、海量数据与挖掘、软件测试、UI
设计

软件技术
(移动通信软件

开发方向)

Android核心技术、Android企业项目开发、iOS核心技术、iOS企业项
目开发、响应式框架设计、特效动画处理、WebApp应用搭建、Node.js
全栈开发、云端托管协作开发

4
陕 西 工 业 职
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数据结构与算法、java程序设计、数据库与SQL
 

server、Java
 

EE程序
设计、ps、h5+c3网络设计与开发,js程序设计与开发、微信小程序设
计与开发、PHP程序设计、软件自动化测试技术、Android基础应用开
发、Android高级应用/游戏开发

5
南 京 信 息 职
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Java程序设计、网页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库原理与技术、java

 

web应用开发、web编程基础、oracle数据库、java企业级应用开发、框
架技术、软件工程、软件测试

6
重 庆 工 业 职
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库系统开发、网络技术、java程序设计、c#程序
设计、信息系统制作、java

 

EE企业级应用开发、移动开发、前端设计、
软件工程、网络爬虫与数据收集、数据可视化应用、xml编程与 web
服务

7
西 安 航 空 职
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Java编程、jsp技术、java项目开发、java

 

EE、移动互联软件开发、h5+
c3、数据库设计与应用、Android应用(基础+高级)软件测试、数据结
构

8
武 汉 软 件 工
程 职 业 技 术
学院

软件技术 未调查到

9
四 川 工 程 职
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C#程序设计与实践、ASP.NET程序设计、
 

基于C#的NET.Frame-
work程序设计、web服务开发实践、基于C#的windows应用程序设
计、SQL

 

Server数据库开发、java企业级应用开发、移动应用开发、
Oracle数据库应用、软件工程、软件测试。

10
四 川 交 通 职
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未调查到

  通过对表4中不同学校的同一专业不同方向的

核心课程比较,也能够应证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技

术分化、岗位分类多样化的特点,同时也能够看出不

同学校专业特色化培养的现状。大多数学校的软件

技术专业无论选择哪一个或者哪一些方向,在培养

上基本包括以下技能的培养:后端编程、前端编程、

软件测试。核心课程的设置主要围绕上述培养目

标。同时为了兼顾行业新技术,有的学校增设了大

数据分析和挖掘、移动应用开发、人工智能应用等课

程;有的学校则增设了框架和类库的课程、微信小程

序、云服务开发等课程。课程设置从一个方面反映

了高职院校在确定软件技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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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规格上费尽心思,但是也可以看出新一代信息技

术飞跃和传统产业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也让高职院校

在培养高质量人才时面临了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c)培养方式

表5 不同学校软件技术专业培养方式比较表

序号 学校 培养方式

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通过国际联合办学、以职业资格认证和技能大赛等促进教学质量提高、提升
学生的创新能力。

2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采用:通过与本科需要合作,“3+2”分段式学历贯通式培养;订单式培养;4
年制高职本科培养。

3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有两种模式:校企合作的订单式培养;采用1(1年基础理论教学)+1(1年项
目实践)+1(1年企业实习)的三个一模式。

4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示范专业:校企融合、分类分向培养。

5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有两种:课程+能力双目标培养;通过与本科需要合作,采用3+2分段式学
历贯通式培养。

6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与国际本科学校建立合作,实现学历对接,打通学历提升道路;与华为和行业
联盟合作,以职业证书为助手,协同育人。

7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暂缺。

8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采用:国际合作,利用3+2模式打通学历提升通道;校企共建厚溥软件学院,
校企共育。

9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采用校企合作成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强化教师和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10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采用:引入企业文化和企业项目,校企联合教学。

  从表5中可以看出,校企合作、专业共建是高职

院校采用的主要的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结合是主要

的培养途径。在教学质量和学生能力提升方面,有
些学校采用了“以赛促学”和“以证促学”的方法。在

学历提升方面,除了常规的“专升本”之外,有些学校

则采用了与本科院校联合,打通了职业教育的学历

通道;还有一部分学校除常规培养之外,建立了国际

职业教育交流的机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其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与企业建立了深入对接、教学与职业证书深度融合

的教学模式,在落实国家1+x证书机制方面做出了

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双

能力学习和评价机制,对教师在技术技能教学工作

和学生职业能力提升方面提出明确的要求,独具特

色。
(d)师资队伍建设

表6 不同学校师资队伍情况表

序号 学校 师资队伍

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专任教师83人,正高9人、副高46人、博士20人、硕士53人,都为双师型教
师

2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校内专任教师正高8人、副高20人、硕士以上为90%,取得职业证书的教师

80%。

3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51人,专任教师30人,企业教师21。

4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共83人,其中正高8人、副高40人,软件技术的专业教师9人。

5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专任教师50余人,正高2人,副高20人,国家教学名师1人、省“333工程”培
养对象2人、六大人才高峰1人、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1
人、江苏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4人,“双师”比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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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任教师50,其中正高5人、副高26人,博士4人,硕士29人。

7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专任教师45名,正高职称1人、副高职称14人,博士1人、硕士34人,建立
了教师工作室。

8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校内教师18人,企业教师40人,校内采用名师培养机制,校外采用教师工作
室机制。

9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专任教师9名,其中副高以上4人、海归1名,具有企业认证资格的人员7
人。

10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混编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是专业建设的核心、是人才培养

质量提升的关键。在调查中可以看出,每个学校的

师资队伍建设都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从建设成

效看,我们发现软件技术作为重点专业的学校,师资

队伍梯队完整,具有高级职称或者企业经历的教师

等成为了师资队伍的核心力量,在教学引领方面成

效显著,教改科研成果丰富;从建设途径出发,我们

发现复合型、高学历、企业专家受到了各个学校的高

度重视,特别是以专业群建设、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和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为专业建设抓手的学校。很多学

校的师资队伍在高水平师资引进方面不遗余力。从

在校师资培养和能力提升方面,样本学校通常采用

教师工作室、校企教研团队建设、职业资格认证专项

培训、企业锻炼等模式。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模式,基
本上师资队伍都是向着复合型发展。

混编师资队伍是近年来高职院校深化校企合作

的重要内容。在校企混编师资队伍建设中,一个普

遍的现象是,校企教师在教学上分工明确:校内教师

担任常规教学,企业教师承担实践教学。一个有趣

的现象是:有的学校把校内教师放到企业培养,企业

把生产骨干送到学校开展教学能力训练。在调研

中,我们也发现了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区域中心城市

的教师建设成效显著,其它学校则存在师资引不进、

留不住、师资队伍僵化等现象;采用年薪制等活性激

励机制的学校,教师能力提升动力、社会服务能力、

科研和专业建设成效都很强劲,而其它学校教师在

评定了高级职称以后就驻步不前了。
(3)软件技术专业毕业生反馈情况分析

本校软件技术专业毕业生调查的数据主要来源

于麦可思的毕业生质量报告和金苹果公司的专业评

价分析报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a)

 

薪资不稳定

我系毕业生在毕业后当年的薪资水平随行业和

毕业生质量有所波动,2019年毕业生的平均薪资大

约占全院各专业的毕业生就业薪资的第十六位,详
细见表7。按照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的

情况,结合本地区薪资情况,毕业生的薪资偏低,可
能存在核心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表7 近年来对毕业生首次就业薪资调查表

年级 在校生人数 毕业时间
当年月平均薪资
(单位:RMB元)

主要从事岗位

2018 201 2016 4790

2019 200 2017 3895 互联网开发

2020 185(招生人数) 2018 4792 软件开发

2019 4264 互联网开发

  (b)
 

离职率较高

从表8可以看到软件专业毕业生一年内的离职

率很高,2019年达到了60%。离职率高的原因可能

和行业的就业机会较多或者首次就业的定位不准有

关,但是更偏向是就业信心不足导致就业目标不明

确,从就业满意度可以看出。当然也不排除在岗位

中承担责任的能力不足或者压力过大引发的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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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近年来对毕业生跟踪调查表

毕业时间
就业

满意度%
离职率

%
教学

满意度%
课程

重要性%
课程对职业的

满足度%
学生心目中最重要的课程

2017 52 45 85
数 据 库/数 据 结 构/Java

 

web/Java
 

ee/Java

2018 53 47 83 59 57
数 据 库/数 据 结 构/Java

 

web/Java
 

ee/Java

2019 67 60 100 83 79 数据结构/java/Java
 

web

  (c)课程设置与岗位需求有差距

从表8学生反馈情况看,课程重要性、课程对职

业的满足度等指标在逐年提升,这说明当前课程设

置与行业需求在贴近。但从课程对职业的满足度

看,与行业和岗位需求还有一定差距。最值得反思

是:核心课程和学生心目中最重要的课程有偏差,数
据结构和数据库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是专业基

础课程,学生则认为它们非常重要;我们的核心课程

除了Java程序设计、Java
 

web应用开发、java
 

ee企

业级应用开发之外,还有asp.net程序设计、UML
建模、操作系统,但是从学生的反馈中,并没有能完

全体现。此外,毕业生跟踪调查中还反馈了课程内

容陈旧等问题。
(d)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认可

从表8中还看到,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满意度还

是比较高。从日常教学运行情况看,发现年长的教

师在在线资源的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年轻教

师则承担了大量新技能方面的课程,企业教师在承

担专项实训课程时引入了企业生产项目,对学生有

了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专任教师担任的教学任务繁重、年龄结构

老化,对新技术和新技能的培训兴趣不高、学习能力

降低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此外,企业教师与系部

专任教师的沟通不够,导致项目的难度和要求把握

有偏差;新教师的教学能力培养还不足,特别是从企

业引进的教师,教学方法、教学水平亟待解决等问题

也值得重视。
(e)教材建设滞后

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迅猛,技术的更新迭

代太快,很多新技术没有相应的成熟教材,某些学科

或者技术的新知识、新技能没有进入教材,导致教材

内容滞后,教学内容滞后。教师在参与教材建设中

由于缺乏有力的激励机制,参与度和主动性都不高。

在质量报告中也反映了教材内容陈旧、与产业脱钩

的现象,存在教学不能调动学生兴趣、校外实习和课

程实验内容需要改善等等问题。

4、调研结论

通过本次调研,在软件技术专业建设方面有如

下建议:
 

(1)明确专业发展方向

紧随行业(产业)发展,基于区域产业经济布局,

结合学校实际,明确技术岗位方向,确定并夯实1-
3个特色化专业技术技能培养模块。从学校的特色

专业和对接行业而言,软件技术应该服务建筑材料

的信息化,但是绵阳和四川的产业布局中,建筑材料

都不是发展的重点,建议专业发展走特色化通用技

术方向。

如何走特色化通用技术方向呢? 首先,从CS-
DN开发者报告中发现,软件开发的方向很多,其中

40%的公司都会需要全栈工程师,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更多需要全栈工程师,因此可以选择全栈工程师

作为我们的培养规格。其次,考虑到全栈工程师对

学生学习能力的要求较高,而学生学习能力差异较

大,还有五年一贯制学生并入,因此设置前端模块可

以为学习能力不足、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提供选择,

这样就可以兼顾学生的学习能力和1+x证书的实

施。再次,在顺应新技术发展中,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技术、物联网开发是发展的方向,从CSDN
开发者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大数据作为一个专业

或者方向有待商榷,而人工智能对国家未来发展方

向———“智能化”有着重要支撑作用,开设人工智能

技能模块对提升软件技术专业至关重要,可以作为

专业建设发展目标。

因此,可以将前端技术、全栈技术和人工智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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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服务作为通用软件技术考虑,设置专业建设方

向或者专业课程模块;以全栈开发岗位、前端开发岗

位、人工智能服务岗位技能模块培养作为特色化建

设指标;培养方法采用培训机构的模式,实现知识够

用为度、进行分模块重点技能专项训练,现代学徒制

是一种有效的培养载体。实时根据行业(产业)发展

态势进行课程或者教学内容的调整,及时融入新知

识、新技能。

另外,将移动开发、大数据应用知识、区块链知

识技能作为选修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技能训练

的选择,实现学生1+n的技能培养。
(2)外引内培,走混合师资队伍建设之路

专业建设的成效在学生,关键在教师。品牌专

业建设,首先必须有一只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按照

“职教20条”的精神和“特高校”建设标准,高水平的

师资团队应该有以下内容:思想政治水平过硬、年龄

职称结构合理、理论水平高与实践能力强、对产业发

展有研究对行业有跟踪、服务企业经验丰富。如何

保证教师队伍的活力,必须吐故纳新,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考虑:①建立师资引进长期计划,有阶段有目

标引进人才,建立梯度合理的校内师资队伍。②与

合作企业签订长期的师资聘用协议,构建稳定的混

合师资队伍。③建立校企师资互换共用的机制,完
成企业专家与学校教师的轮岗机制,保障师资队伍

始终具有“新鲜血液”。

对在校教师培养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激

活内生动力:①建立教师对外服务工作室,要求教师

轮流进入工作室工作,促进教师走出去与产业联系,

主动对接。②利用互换共用机制。一方面将校内教

师送入规模企业,参与企业项目生产,期限1年,完
成合作企业对教师直接培养和理论知识更新,实现

专任教师的知识技能强化;另一方面接收来自相关

企业的工程师,完成对应专任教师的教学任务或者

其它人才培养工作,期限可以灵活处理。③通过多

种方式,促进教师自身的知识技能“迭代”,实现整个

教学团队知识技能的“新鲜”。建立一个专项学习计

划,定期送教师到本科学院进行课程选修或者旁听,

实现知识更新;制定新进教师学历提升计划,为其确

定一个学历提升目标,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等等。

④制定教师团队建设目标。如承担教改项目、教学

服务项目等等。上述措施需要学院层面的顶层设计

和政策支持。
(1)以教材建设、技能大赛、职业资格证书为抓

手,推动教学内容更新、提升教学效能

①教材编写可以促进教师在新知识、新技术方

面的系统化学习和更新,对知识和技能的理解更加

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②在长期的教育教学

实践中,发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是一个非常有

效的、快捷提升专业品牌的途径,促进校际交流、校
企交流,促进知识技能的更新。③在职业资格证书

方面,可以借鉴重庆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深圳

职业技术学院的经验。教师参加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的考试,对教师理论知识的提升非常显著,同时由于

职业资格证书与行业新技术、职业新技能密切相关,

可以及时将行业(产业)的需求直接融入到证书的考

试培训中。此外,由于职业资格证书考试需要实践

能力,因此对于从学校毕业直接到教师岗位的新教

师而言,可以提升和强化技术技能训练,提升社会服

务能力。
(2)面向多种类型的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

教育

职业院校专业建设的品牌不单单与培养了多少

毕业生有关,还与直接服务区域经济能力的成效有

关。在传统观点中,只有学校承接多少科研项目、参
与多少企业的技术改造、有多少成果转化等等才是

品牌建设的路径。实际上,就目前大多数职业技术

学院实际情况而言,在科研方面和本科院校、科研院

所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科研能力的不足导致有实力

的科研成果较少,承接区域或者行业科研项目的数

量也比较少,那么如何融入到服务区域经济建设中

去、如何实现品牌建设呢? 泛化职业教育是最好的

切入点。什么是泛化职业教育呢? 就是包括全员继

续教育、“四类人员”培训、在职员工继续教育、面向

社会开放的职业资格证书培训、专项职业能力培训

等等。泛化职业教育的对象本身就在各个行业中或

者即将加入各个行业,如果参与学院的泛化职业教

育的社会人员增多,专业被关注的程度就增加,如果

再提升其培养质量,特色品牌专业就可以期待了。
(3)多层次培养,争取开展本科及以上层次的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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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颁布以来,

将职业教育定义成了与普通高等教育同等地位的教

育类型,职业教育的学历贯通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

点。借鉴“特高校”的经验,要办出品牌,必须打通学

历,让优秀的高职学生能够有更高的学历提升路径,

根据《四川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健全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建议软件技术专业作为特

色专业,可以联合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与应用型本

科合作办软件技术专业本科,或者直接联合互联网

企业申报职教本科专业试点,扩大专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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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油套管外圆面存在原始裂纹(轧制裂纹),

在安装装配时,石油套管外圆面受拉应力最大,外圆

面的原始裂纹在最大的拉应力作用下,必然会快速

扩展,从而导致开裂。因此,该L80级石油套管开

裂原因是工件外表面存在原始裂纹(轧制裂纹)。
(5)

 

L80钢级石油套管在轧制之后,调质热处

理之前,进行一次相控阵探伤或者射线探伤,对于存

在有原始裂纹的套管剔除出去,可避免类似开裂质

量事故。

4.
 

结论

该L80级石油套管开裂原因是工件外表面存

在原始裂纹(轧制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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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must
 

be
 

result
 

oriented,
 

problem
 

awareness
 

orien-
ted,

 

and
 

solve
 

various
 

problems
 

of
 

party
 

members
 

in
 

ideology,
 

action,
 

work
 

and
 

organization;
 

grass-
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should
 

grasp
 

the
 

overall
 

situation,
 

adhere
 

to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ty
 

spirit
 

educ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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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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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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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attention;
 

Party
 

spiri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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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2012年11月29日,也就是在十大八闭幕两周

以后,习近平带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国家博

物馆参观民族复兴之后,正式提出实现伟大复兴中

国梦这一战略思想。十八大报告里面提出加强党的

建设。这意味着要解决以前宽松散的党建问题。

2017年10月31日,也就是十九大刚刚闭幕以后,

习总书记带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上海一大

会址,到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参观,这里发出重大信

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此,“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活动在全国展开。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党的

建设。强党建设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并驾

齐驱,由五位一体建设变成“六位一体”建设。十八

大以来围绕让国家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全
体共产党员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方位,认识到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是全方位展开的,这里的“局”是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格局,一方面对中国有利,这是

机遇;另外一方面美国会对中国围追堵截,这是挑

战。同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大局。贯

彻新发展理念,发扬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让国

家由大国变成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认为我国

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2018年到2020年

是战略谋划三小年,既要防范风险,又要精准脱贫和

污染防治。2020年到2035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基

本实现的重要时间段,而到2050年,中国将是一个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使命重

大,离不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到2020年中国共产

党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政党。我们党要由大党转变成

强党。那么,党性教育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2020年初以来爆发新冠疫情,中国率先成功地

控制住了疫情,无论是武汉疫情,后来的北京疫情和

乌鲁木齐疫情,都先后很快地控制住了。而反观世

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疫情已经导致超过25万人

的死亡,
 

1000多万人确诊,新冠确诊人数每天还在

天文数字般地增长。两者比较,大相径庭。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有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突出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

效能。北京疫情发生后不到四周时间就控制住了疫

情的蔓延,而且经过精心的治疗,没有死亡一个人!

这里面党的基层组织起到了极大的中枢作用。而在

美国,病毒肆虐,社会分裂,联邦政府毫无作为,在疫

情没有明显减弱的情况下贸然复工,不断甩锅世界

卫生组织、中国和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其他政党,新冠

疫情成为美国政党政治相互攻击对手的借口。特朗

普政府毫不关心每天巨量的死亡人数和不断增加的

确诊病例人数。两者对比之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

党是执政为民的政党,是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

的政党。当前,中美两国是利益攸关方,美国总把中

国作为其假想敌。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中

国共产党更要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基础扎实,根基夯

实,党的基层组织党性教育就凸显出其根基地位和

重要作用了。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

国力强盛,抵御各类风险的物质基础较为扎实,但
是,也面临各类挑战,如国内经济地区特点明显,普
遍是东部沿海经济要好于中西部;行业之间也有差

距;在享受改革红利的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贪腐现

象十分突出,严重损害了党的权威。老百姓群体中

出现差序信任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老百姓十分信任

党中央,但是对身边的党的基层组织反而不大信任。

这类问题的出现,也说明了党的基层组织亟需党性

修养与锤炼。本课题研究具备了实践和理论方面的

意义,具有研究价值。2020年7月13日中共中央

发布《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目标是

增强党的基层组织政治功能,提升党的基层组织组

织力。《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二条

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指工厂、商店、学校、机关、街
道、合作社、农场、乡、镇、村和其他基层单位党的委

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包括基层委员会

经批准设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2018年出台

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党支

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

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

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

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

众的职责。党的基层组织是指企业、农村、机关、学
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和其他基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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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党的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含
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2020年6月《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发行。该书收入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2017年10月18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

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等92篇,

分为19个专题。该书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这对党的基层组织具有指向导

引的重大作用。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可以把与本课题相关的文

献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实现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方面的文献。习总书记在《党建》上指出,各级党组

织务必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
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要教育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

性锻炼和自我省察,不折不扣执行党的各项制度和

纪律,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融通党

的优良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努力实

现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习近平,2017)[1]这类

文献强调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

根本性基础工作。尤其是提到努力实现党内政治生

态风清气正的要求,反映了新形势下党性教育的紧

迫感和责任感。第二类文献是关于主题教育。中央

政治局以“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为题进行

第十五次集体学习,目的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结合

新时代新要求,推动全党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切实搞好主题教育。这也是中央政治局

带头开展主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安排。(习近平,

2019)[2]此类文献以党员主题教育为抓手,推进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从而达到自我革命的目的。在此类

文献中还提出了守住初心不改、担当使命责任、寻找

差距、添加措施提高的路径。这类文献提出了总要

求,若能增添地方基层的地方元素,那么该类文献将

更加接通地气。第三类文献是关于把制度优势转化

为国家治理效能能力方面的。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

认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归纳起来,主要“优”在党的领导力量、价值取向、政
治发展道路等十个方面。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意味着一种好的

制度必须掌握在具有相应能力的人手中并加以合理

运用。(韩庆祥,2020)[3]韩教授从党的领导力量和

国家治理效能等方面阐述了新时代大变局党组织赋

能治理效能的紧迫性和能力本位的思想。好的制度

要由相应能力的人来运用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而

相应能力的人不仅懂业务,更懂党性教育方法方式。

不过,这类文献对于党性教育方面的研究太少,未能

展开具体论述,对于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方面涉猎

太少。第四类文献是关于党性教育时代诉求与实践

方面的研究。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对“全面提高党的

建设科学化水平”进行总体部署时,强调要抓好思想

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抓好道

德建设这个基础,将党性教育作为“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核心”任务,凸显党性教

育对于党的自身建设和推进伟大事业的重大意义。

当前,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员党性教

育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和形势任务。深刻

认识党性教育的时代诉求、科学建构党性教育的实

践路径,是新时期党员思想政治建设和党的自身建

设的重大课题。(陈荣武,2016)[4]这类文献比较准

确地把握了党中央的会议精神和各项要求,提出了

科学构建党性教育的科学诉求和时代诉求,然而由

于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论述未能深入展开,可操作

性不高。第五类文献是关于党性教育困境的文献。

影响当前党性教育科学化水平提高的因素主要包

括:党性教育深入的艰难性,党性教育与社会现实的

不一致性,党性教育功能的有限性,参加党校党性教

育时间的短暂性等。提高党性教育科学化水平是一

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重点是要提高教育理念、

内容、方法和制度的科学性。(钟龙彪;赵晓呼,

2014)[5]这种文献科学地找到了影响当前党性教育

科学化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也提出了提高党性教

育科学化水平应该在理念、内容、方法和制度方面提

高的构想,但是由于这类文献距离现在的时间在5
年以前了,有些提法不大适合当前的党性教育需要,

所以,这类文献应该与时俱进,添加最新的理念、观
点、内容和方法路径等。

二、
 

研究设计与党性教育现状分析

(一)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

研究问卷样本85份,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其中是中共党员的占比为97.65%,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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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高,具有研究价值。从问卷地区分布来看,

四川最多,其次为广东,再次为福建和陕西省,整个

地理位置涵盖东西南北方向,尤其是全覆盖北上广

深一线城市,符合本课题研究的预期。

  (二)党性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党性教育的现状到底如何? 存在哪些问题? 这

关系到科学决策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党性

教育一定要有问题意识。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存在

如下的党性教育现状。

  第5题:您认为党的基层组织党性教育过程中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多选题]

  从问卷调查进行分析,重形式轻内容是最大的

问题。一些党支部看起来热热闹闹,上级布置的任

务也都做了,确切地说,走形式了。有的党支部到了

一个红色文化基地,就在纪念碑前照几张合影,把横

幅一拉,就算了事。至于英雄人物的故事这些他们

并不渴求了解。出去活动,有了照片,就可以交差或

者应付检查了。他们并不知道形式是为内容服务

的,也不屑于内容为王的道理。其次是重数量轻质

量问题。党性教育有数量的要求,一个党支部长期

不开展党性教育活动,那么评优晋级几乎是被排除

在外的,所以,一些党支部会很热心多搞活动,数量

上去了,质量呢? 下来了。对于主题教育的主题是

否适当,教育活动内容是否翔实,是否紧贴本单位本

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等,这些不明确,怎么会有高质

量呢? 第三是重过程轻结果。一些基层党支部或基

层党委也的确按照文件要求在开展活动,看似认认

真真,也做了不少笔记,但是活动一结束,什么都忘

了。没有以结果为导向,过程就不那么重要了。党

性教育活动一定要以结果为导向,以问题意识为先

导,要有效果,要有结果,要解决党员思想上、行动

上、业务上、组织上的各类问题。反之,则是走过场,

没效果,白忙活。
(三)党性教育的实效性分析

党的基层组织党性教育到底真实效果如何,要
看是否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要看党员同志们的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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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题:你对目前党组织党性教育方法满意吗?

  第6题:您觉得参加党的基层组织党员教育活动的效果如何? [单选题]

  通过问卷结果分析,第一、实效性不太强。体现

在问卷反映出来的满意度为“一般”最多,高于“满
意”和“很满意”的总和。选择“效果不好”的占比也

最高。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党员对党性教育方法满意度总体上有提高,
 

但是离

“很满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很满意的和“不
满意”的一样多,说明了当前基层党支部党性教育存

在两头轻的状况。不满意和很满意的一样多,这群

党员参加党性教育呈现两端极端化。所以,党支部

在对待这类人群时考虑的因素可能不太科学,亟需

调整和完善。

(四)党性教育质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问卷第4题:您认为目前党组织最应该提升[单
选题],100%的受试认为是质量。他们选择了质量,

也从侧面说明了当前党性教育质量不高。党性教育

质量不高直接导致普通党员认为“效果不好”。

党性教育质量不高总有原因。当前我国新发展

理念,如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都在不断推进,为人民群众提供美好生活

的公共服务。党性教育是为了让党员同志更好地参

与到公共服务之中去。那么党性教育质量不高、效
果不好的原因何在呢?

  问卷第9题:您觉得有哪些因素制约了党的基层组织党性教育方法的提高或改进? [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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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调查结果来看,在制约党的基层组织党性教

育方法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把握不精选项

高居榜首,究其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人事安

排不科学。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党员来当书

记,来当一把手,那么必然会影响到这个支部或基层

党委对党建的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于1848年2
月组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对共产党

的目标、任务都有明确的阐述。对共产党的远期目

标实现共产主义不了解,在实际党员教育活动中就

难有明确的目标。支部是战斗堡垒,如果支部没有

明确的目标,战斗就会失去方向。近年来,一些党员

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信风水信风水

大师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所以,读原著,悟原理,方可守初心。其次是建设目

标不明确。很多党支部忙于应付上级规定的任务或

检查,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党性教育方式方法,没
有深入规划支部建设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更谈不上

联系实际解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问题。有的

党支部人云亦云,东施效颦,没法解决群众急需解决

的问题,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全国100多

万个基层党支部,要是每个党支部都有明确的工作

方向,就能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利益服务好、维护好,

带头引领群众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样,在实际

工作中,群众被潜移默化地教育,人民就更容易信仰

共产主义。当然,党性教育活动经费也是不容忽视

的因素,活动经费太少,教育活动就捉襟见肘,党员

同志参与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制约。一般来说,党员

上缴的党费是比较高的,然而党费的使用、流向、监
管会不会存在问题,这个值得警示。财务部门有新

《预算法》等法律制约,党费使用能否参照《预算法》

进行信息公示值得组织部门思考。还有支部一把手

能力和态度问题也制约了党性教育方法的提升与改

进。关于党建能力问题,一些一把手可能是业务顶

级高手,但是对党建一窍不通,这就是党建能力问

题,这就是党建能力恐慌问题。有的支部书记态度

上是假重视,口头上喊口号,流于形式,实际上不是

真重视。这样的一把手能有什么担当呢? 这样的党

支部就不是战斗堡垒。

三、
 

提升党性教育质量的方法与路径

党性教育可以帮助党支部及其成员高质量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高端产品高质量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

质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要强

调效率,但是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发展质量不高,如
党性教育方面发展质量不高,还不能按照人民群众

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问卷中,第10题:

您觉得应该怎样才能避免实践层面的宽松软问题?
[多选题]

  从问卷结果中来看,自上而下风清气正是排在

建议第一位的。自上而下具有榜样作用。而榜样的

作用是十分巨大的。领导来自于人民,也要回到人

民中去,要做群众的表率。在2020年“两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中国抗击疫

情的创新模式,有三大内涵,一是把人民当作服务目

的,那就是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我们党和政府把人民生命放在最高位置,

很快就把疫情控制住了。反观美国没有把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确诊病例和死

亡人数都是天文数字,一直是世界的“双料冠军”。

中国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以人民为中心的抗疫模

式。第二个内涵体现在把人民当作主体,依靠广大

人民群众来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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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在这一点我们确实发挥了人民群众主体的强大

力量。这次中央要求群众呆在家,公共场合戴口罩,

主动隔离,勤通风常洗手,严格管控,干部率先示范。

抗疫不力的干部就地免职。新的干部识别与任免制

度,在这次疫情中就得到了执行。反观美国几个月

来官员和群众聚会机会多,而且很多人不戴口罩,为
什么呢? 因为美国总统一直讨厌戴口罩,他就不戴。

上仿下效,很多人都不戴口罩,自然地美国成为了疫

情大爆发的温床。所以,这些启示我们要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是我们依靠最大的力量。干部

一定要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第三个内涵把人民当

作尺度。人民至上就是习总书记讲的人民至上。风

成于上,俗形于下。要做到以人民至上、人民为中

心,领导干部一定要风正气顺,否则上梁不正下梁

歪。其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提升党性教育的好方

法。批评就是要红红脸,出出汗。自我批评就是要

对自己存在的问题进行正面剖析,敢于承认错误,敢
于发现自己的缺点,从而有利于自己的进步。批评

与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以斗争求团结。团结-斗

争-团结,斗争就是批评。批评是手段,而团结就是

目的,因此,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每个党员提升党

性的必要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很多普通党员没有勇气去批评领导,还有的人是

用中庸的文化,不愿意得罪人,不愿意去指出别人的

缺点。实际上这些对党支部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长

期这样下去,还会损害党支部的战斗力,不利于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在党性

教育中作为一种经常使用的方法和方式。

党性教育要触及灵魂。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之治,强党建设,要有“大党

样子”与“两种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

政党,是大党,就要有大党的样子,要有精神和追求。
“两种革命”是指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十八大三中

全会和十九大四中全会都谈到中国之治的,要把制

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从这次中国的防控疫

情就不难发现中国之治的魅力、作用和价值。从武

汉防控保卫战、北京防疫战来看,主要就是归功于制

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实现中国梦,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那
么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就显得举足轻重了。党员干

部党性教育成效质量将影响到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的有机结合,所以党性教育必须要触及灵魂,有坚定

的理想信念,也有过硬的业务技能和高超水平,就不

难提供人民需要的高质量服务了。一些地方的红色

文化教育深入人心,一些支部用党史来“讲”党性,用
四史,就是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来进行党性教育,从而达到入心入脑,终身受

益的效果。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党员干部能从党

性教育中获取营养,那么党员教育群众、凝聚群众就

有力量。

在问卷中,第11题:如果您是党的基层组织书

记,您打算用如下方法提升党性教育效果(填空题)。

受试人群有人提出党史、初心、理论、事迹、形势、目
标等,主要以理论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和教育,加强讨

论和交流。有人提出一是加强理论和经典的学习,

重点培育党员正确的三观和理想信念,让党性教育

入脑入心;二是多种途径进行情理教育,让感受升华

为理性认识,自省自律;三是理论结合自身业务的提

升,让党员内外兼修,坚定信仰和业务能力共同提

升,强化党内动力和能力。也有人提出分小组竞赛,

党员先锋模范活动,一个党员一面旗帜活动,精读马

列原著,重走长征路。可以从这些建议里面形成如

下一些词云:党史、三观、精读原著、内外兼修等。在

课题调研过程中,通过对绵阳市涪城区工区街道迎

宾社区调度资源“五步法”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观察,

发现他们的“五步法”质量高、效果好。具体地,“五
步法”是:组织领组织“引”资源,社区成为运作资源

的指挥部;需求对需求“接”资源,社区成为利用资源

的中转站;服务换服务“调”资源,社区成为拓展资源

的配送室;群众带群众“链”资源,社区成为滚动资源

的枢纽地;人心暖人心“享”资源,社区成为激活资源

的发酵场。迎宾社区探索的调度资源“五步法”,从
由来到做法、到效果、再到启示,呈现的是一个完整

体系,是新时代在社区这个层面的治理答卷。这是

西部很成功的一个案列,2018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

向全国推广。江苏省常熟市探索党建科学化形成机

制,一些典型案列也极富示范意义,如蒋家巷村“乡
情工作法”、枫泾社区“仁爱工作法”、波司登集团公

司“引领工作法”、常熟市人民检察院“合心工作法”、

服装城“温暖工作法”、董滨镇农民专业合作社“乐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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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工作法”、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精诚工作法”、实
验小学“卓越工作法”,这些按行业精准施策进行党

性教育,形成了教育品牌。浙江“先锋慕课”,探索互

动式学习新方式。借鉴适合互联网学习的精品微课

形式,浙江省先后开发了“红船精神”“做好新时期群

众工作”“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学习党章
 

遵守党章”

等慕课课程。[6]湖南湘西州“党员e信通”,被称为装

进口袋的支付钥匙。江西金溪县农民夜校把课堂搬

进基地,被培训融入实践。北京大学用好本校红色

资源,用“红色”文化滋润心灵。清华大学学生党员

骨干读书班读原著悟原理,筑牢信念根基。北京平

谷区开展听老党员讲述红色记忆等方法都各具特

色,质量高,效果好。这些方法各异,但都紧密结合

行业特点、地区特点、因地就宜,并且结合新时代信

息技术进行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实践证明,这些方

法都是有效的,都是高质量的党性教育方法方式,都
是党员们喜闻乐见的。

四、
 

研究结论

本课题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和走访调研,以文献

研究法、问卷调查研究法、行动研究法开展研究活

动,发现党的基层组织党性教育的规律、现状、问题

及提升路径。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存在重形式轻内

容、重过程轻结果、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质量不高,

效果不好,党员满意度不高。党的基层组织一把手

亟待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精准把握,真正做

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

展统筹结合,结合人民对美好生活期待夯实工作,结
合行业特点强化针对性,既做好从灵魂深处坚信理

想信念,又提升治理能力,团结群众,服务人民。党

的基层组织要把握大局,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提升

党性教育方法的成效。党的基层组织一把手要加强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态
度上要真重视,能力上要又强又好。从当今世界正

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革命,尤其是抢占高科技制高点抢占先

机培育优势,党的基层组织可以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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