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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行业技能职业标准研制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

为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落实国务院《以标准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加强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行业技能职业标准体系建设，推进行业重要

技能工种能力建设，发挥标准升级助力产业转型、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作用，制订本行动计划。

一、实施背景

现代船舶工业是为航运与海洋经济、海洋安全和国防现代化

建设提供各类运输船舶、海洋工程装备、深海极地装备、海军舰

艇装备等的高技术战略性产业，是专业覆盖面广、产业带动性强

的综合性先进制造业，被誉为“综合工业之冠”，对推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绿色低碳

和数字智能已成为全球船舶工业发展大势的背景下，我国船舶与

海洋工程装备行业积极应对当今海运贸易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加

速、国际规则变化，推进相关技术、设备、法规和标准的发展，

随着生产精益化走向深入，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工具的使用、维

护维修，以及生产过程数字化管理、跟踪体系的建设，对行业从

业人员也提出了新能力的转型要求。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行业相

关技能工种 229 个，56 个工种已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指导岗

位能力建设。相较于行业高速发展，行业技能职业标准体系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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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规划、系统组织、尽快健全完善。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向行业职业

能力体系建设急需，紧扣行业发展绿色、智能趋势，打造适应船

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行业新发展的技能职业能力标准体系，支撑造

船强国、交通强国、制造强国、人才强国建设。

（二）基本原则。

坚持“系统规划、需求导向、用研结合”。紧跟行业发展做

好顶层规划，围绕船舶建造紧密相关、用工量大的技能型工种，

结合船舶智能制造发展阶段要求，对尚未建立行业标准的职业开

展研究，先期重点完成船舶电焊工、船体装配工、船舶管系工等

核心职业技能标准的研制；对已有 10 年以上标准的职业开展研

究修订，完成重要技能职业标准的更新编制工作。标准实施与职

业能力发展同频开展，指导重要职业能力体系建设。

坚持“多方协同、产教融合、国际融合”。加强产学研用多

方协同，技能职业标准研制与职业能力培育相结合，标准体系研

制涵盖职业能力标准、对口专业标准与关键课程标准、实训标准

等，立足行业发展贯通产教两端。推动国内国际标准相互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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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国际标准转化步伐，提升我国对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行业技

能职业国际标准化体系的贡献。

（三）行动目标

到 2026 年，立足国情、对接国际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行

业技能职业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形成一批具有引领性的团体标准，

船舶建造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安装重要技能职业的标准覆盖率

达到 100%，船配制造和海工装备配套制造技能职业的标准覆盖

率达到 60%，对口专业的标准覆盖率达到 100%，相关课程实训的

标准覆盖率达到 100%，推动 25 个左右团体标准获批国家标准，

推动 10 个左右国家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标准体系对行业重要

技能职业能力建设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

三、主要行动

（一）构建和完善行业职业标准体系。

遵循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

大典》，从当前行业发展趋势和岗位分布情况出发，科学研判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法规对职业能力要求带来的新变化，

面向主力船型设计建造、海洋工程装备建造施工、关键核心配套

制造领域，做好行业重要技能职业识别、职业能力标准体系顶层

规划。侧重关注行业发展趋势中低碳和数智化转型对职业工种体

系的新要求，鼓励针对发展所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报新职业

新工种，鼓励运用综合标准化的理念和方法，成体系、成系列的

提出和研制行业技能岗位产教融合标准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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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制一批行业职业引领性标准。

1. 职业标准。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

（2023）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技能为

核心”为指导，立足规范从业者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方

向，为职业技能评价提供依据，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

风气，制订行业职业标准。优先制修订船舶制造人员（6-23-02），

即从事船体、船舶附件制造、船舶机械、电气设备安装、调试以

及船舶拆解的人员职业标准；补充完善其他船舶制造类人员

（6-23-99）职业标准。

2. 专业标准。严格按照教育部专业设置标准，结合职业

标准新要求，对现有行业对口 4 个中职专业（船体修造技术、船

舶机械装置安装与维修、船舶电气装置安装与调试、船舶内装）

标准、10 个高职专业（船舶工程技术、船舶动力工程技术、船

舶电气工程技术、船舶智能焊接技术、船舶舾装工程技术、船舶

涂装工程技术、船舶通信装备技术、游艇设计与制造、邮轮内装

技术、海洋工程装备技术）标准、3个职教本科（船舶智能制造

技术、船舶动力工程技术、船舶电气工程技术）标准开展制修订

工作；与相关方协同，对行业紧密关联的 6 个高职专业（智能焊

接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船舶电子电气技术、船舶检验、国际

邮轮乘务管理、轮机工程技术）标准、1个职教本科（智能制造

工程技术）标准的制修订中增加行业对应岗位能力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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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标准。围绕行业对口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专业

核心课程，对照职业标准，拆解岗位能力模型，系统梳理各专业

课程对应岗位能力模型的要求，重点开展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

心课程中共性能力模块标准研制，建立一批具有引领指导作用的

课程标准，指导课程体系建设。专业基础课重点开展船舶概论、

船舶与海工专业英语、船舶结构与制图、造船生产管理、电工电

子技术、人因工程等课程体系标准研制，专业核心课重点开展船

体生产设计、船舶焊接工艺、船舶建造精度控制、船体加工与装

配、管系生产设计、船舶动力安装调试、海洋工程设备与系统、

船舶节能与减排、船舶舾装生产管理、修造船质量检验、邮轮内

装工艺、海工装备安装调试维护等课程体系标准研制。

4.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按照职业标准要求，结合行业龙

头企业备案工种，规划行业重要岗位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充分发

挥 4 个行业 X 证书（特殊焊接技术、邮轮内装工艺、邮轮运营服

务、智能产线控制与运维）技能等级标准已有工作积累，有序推

进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研制与推广实施。

5. 考评办法。按照职业标准、岗位能力模型、专业标准、

课程标准，按照技能人才培养、能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在校

学生教学考评、在岗职工能力考评实际情况，研制能力发展不同

阶段对应的考评标准与指导性办法，涵盖职业活动中能力结果考

评和知识技能学习验证过程考评。

（三）加强行业职业国际化标准建设。



6

开展欧洲、美国、日韩、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船舶与海洋工

程装备行业职业标准政策跟踪研究，积极开展更加务实的标准化

国际化合作，推动国际标准跟踪转化，同步推进国际国内标准化

工作，组建与国际化标准相对应的标准工作组，做好国际标准预

研，积极推动船舶电焊工等方面国际国内标准同步提出、立项和

研制，推动国内标准中英版同步立项、制定和出版。

（四）创新职业标准共研共通工作机制。

推动行业职业发展相关方工作协同，建立交叉融合联合提出、

联合归口、联合制定、联合实施的工作机制。探索建立标准研制

与贯标实施同步规划、多方受益、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局面，探索

建立行业职业标准体系数字化应用模式，探索开展产教融合综合

标准化试点工作，推动成体系、成系列职业标准与能力建设协同

应用实施。开展行业技能职业标准贯标实施“领跑者”工作，以

领跑者引领行业技能职业标准和能力建设。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

加强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标委会、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

心、人社部相关机构的指导协调，主体参与单位出台相关措施，

支持标准研制与能力建设工作协同推进、同步开展。统筹各类标

准体例框架研究，统一梳理各类标准开发指南，加强对开发路径、

开发方法的指导，加强对各类标准开发的培训。

（二）加强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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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船舶工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船舶集团有限

公司标准化研究中心、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标准化分会工作标

准研制经费落实中，对行业技能职业标准研制予以适当倾斜，优

先予以支持。鼓励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等加大投入，支持开展

标准研制与应用实施，形成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

（三）加强团队建设。

鼓励标准研制主体单位面向行业企业、院校、培训机构等，

开展标准解读、知识技能培训等；支持企业、院校、培训机构相

关技术人员、人力资源专家、教育教学专家积极参与相关工作，

学习标准制修订程序和标准起草规则，提升标准化工作能力；鼓

励懂外语、熟技术的复合型专家直接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标准化分会

全国船舶工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