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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对运营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显著增加。然而，当前教育体

系在人才培养上存在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资源不足、课程体系与行业需求脱节、校企合作不紧密

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学资源、融入“1+X”证书制度、

推进校企合作等改进措施，以优化城轨运营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更好地适应行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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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rail transit, the demand for professionals 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owever,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faces challenges in talent 
cultivation, such as weak faculty strength, 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curriculum 
and industry needs, and loose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faculty development, enhancing teaching resources, integrating the "1+X" certification system, and 
promoting closer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have been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or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ons management, better aligning it with industry demands.  
Keywords: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on management; Talent cultivation; Education system 
 

 
 

1 实施背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已经

成为大城市解决交通拥堵、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

平的重要手段。据统计，目前我国多个一线和二

线城市已经建成并运营了大规模的地铁和轻轨系

统，城市轨道交通网络逐渐形成。2023年，我国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超过 8000公里，预计未

来十年还将有大幅度增长。这种快速发展对城轨

运营管理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
 

然而，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应对这一需求

时，显得准备不足。首先，高校的城轨运营管理

专业起步较晚，许多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仍然滞后，无法完全满足行业的发展需求。其次，

师资力量薄弱，缺乏既有理论知识又具备丰富实

践经验的教师。此外，现有的教学资源和设备不

足，难以提供全面的实践训练。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人才的培养质量，导致

毕业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难以迅速适应实际工

作的要求。为此，构建一个完善的城轨运营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

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城市轨

道交通的高效、安全运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1］。 

2 目前存在的问题 

2.1 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高校城轨运营管理专业的师资力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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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较弱。许多高校在这一领域的教师数量有限，

且大多数教师缺乏实际运营管理经验。虽然一些

教师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

他们在教学过程中难以提供具体、生动的案例和

实际操作指导。这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与实际工作中需要的技能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此

外，高校在引进和培养高素质教师方面也面临诸

多挑战。薪资待遇相对较低，行业吸引力不足，

使得许多具有实际运营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士不愿

进入教学领域。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师资力量

薄弱的问题。 

2.2 教学资源不足 

城轨运营管理专业的教学资源不足，严重影

响了教学质量。首先，现有教材内容陈旧，缺乏

与时俱进的更新。许多教材仍停留在基础理论层

面，未能反映出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技术发展。其

次，实践教学设施匮乏，很多高校缺乏模拟运营

系统、实验室等实践教学工具，学生无法进行充

分的实训操作。此外，教学资源分配不均衡也是

一个突出问题。一些高校拥有较为丰富的教学资

源，而另一些高校则资源匮乏，难以开展高质量

的教学活动。这些问题导致学生在校期间难以获

得全面、系统的实践训练，毕业后进入职场时往

往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2.3 课程体系与实际需求脱节 

当前的课程体系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实际

需求存在显著脱节。许多高校在设置课程时，过

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实践技能的培养。

这种教学模式导致学生虽然在理论考试中表现优

异，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难以胜任。此外，课程内

容更新缓慢，未能及时反映行业发展的最新趋势

和技术革新。例如，随着智能化和信息化技术在

轨道交通中的广泛应用，学生需要掌握的新知识

和技能不断增加，但课程体系未能及时调整，导

致学生所学内容滞后于实际需求。此外，课程设

置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未能充分考虑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和职业规划，制约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2.4 校企合作不够紧密 

校企合作的松散状态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

题之一。许多高校虽然与轨道交通企业建立了一

定的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多停留在表面，缺乏

深层次的互动与交流。企业参与教育教学的积极

性不高，导致学生难以获得企业实际操作和管理

的第一手经验。此外，实习和实践机会的匮乏也

限制了学生的实际能力提升。很多学生在校期间

只有短暂的实习机会，无法系统地了解和参与轨

道交通的运营管理工作。同时，企业对高校的反

馈和需求传递也不够及时和全面，导致高校在培

养人才时难以精准对接行业需求。这种脱节现象

使得学生在毕业后，面对实际工作时，常常感到

力不从心［2］。 

3 具体措施 

3.1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为了提升城轨运营管理专业的教育质量，必

须从师资队伍建设入手。首先，需要引进具有丰

富实际运营管理经验的教师。这些教师不仅能在

课堂上分享生动的案例，还能指导学生进行实际

操作，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高校可以通过高薪

聘请、柔性引进等方式，吸引行业专家和资深从

业人员加入教学队伍。同时，应建立健全教师培

训和进修机制，定期组织教师参加行业研讨会和

培训班，及时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技术发展。

通过这种方式，教师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

平，还能将最新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此外，

还应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科研项目和企业合作，

积累实际经验。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师的实践能

力，还能为教学提供丰富的案例和素材。通过这

些措施，可以逐步打造一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高

素质师资队伍［3］。 

3.2 完善教学资源 

完善教学资源是提升城轨运营管理专业教学

质量的另一关键步骤。首先，高校应及时更新和

丰富教材内容。教材应涵盖最新的行业技术和管

理方法，反映轨道交通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此

外，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教材，结合国内实际情况

编写具有前瞻性的教学材料。其次，应大力建设

实践教学设施。模拟运营系统、虚拟现实实验室

等先进教学工具，可以帮助学生在校期间获得丰

富的实训经验。高校还应与企业合作，共建实训

基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操作环境。通过这些实

践教学设施，学生可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操

作中，增强动手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高

校应加强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在线课程、电

子教材、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化资源，可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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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途

径。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和

全面的学习资源，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和综合能力

的提升。 

3.3 将“1+X”证书制度融入专业课程体系

建设 

“1+X”证书制度旨在通过学历教育与职业

资格认证相结合，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

将这一制度有效融入城轨运营管理专业课程体

系，首先，需要对课程进行合理规划和设计。高

校可以在专业课程中设置与职业资格证书相关的

模块，使学生在完成学历教育的同时，具备参加

职业资格考试的能力。通过将理论学习与职业技

能培训相结合，学生不仅能够掌握系统的专业知

识，还能获得实际操作技能。其次，应加强与行

业协会和职业认证机构的合作，共同制定认证标

准和考试内容。高校可以邀请行业专家参与课程

设计和教学，确保教学内容符合职业资格认证要

求。此外，定期举办职业资格考试辅导班和模拟

考试，帮助学生熟悉考试内容和形式，提高通过

率。通过这些措施，学生在毕业时不仅获得学历

证书，还能拥有多个职业资格证书，增强就业竞

争力［4］。 

3.4 积极推进校企合作落地 
推进校企合作制度，是提升城轨运营管理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首先，高校应与轨

道交通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通过与企业共同设计课程内容、

安排实习实训，学生可以在校期间就接触到企业

的实际运营环境，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和需求。其

次，应建立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长期、稳定的

实习机会。高校可以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确保

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有机会到企业实习，参与实

际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将课堂上学

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还能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

另外，还应鼓励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走进校园，

开展讲座和培训。企业专家可以分享最新的行业

发展趋势和技术，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提升专业

素养。通过这些措施，高校和企业共同培养出既

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素

质城轨运营管理人才。 
4 结语 

通过实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学资源、

融入“1+X”证书制度以及推进校企合作等具体

措施，城轨运营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

显著提升。学生不仅在理论知识上更加扎实，还

在实际操作和职业能力上有了显著进步。这些措

施的实施，不仅满足了轨道交通行业对高素质人

才的需求，也为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5］。 

在未来的发展中，高校应继续探索和优化人

才培养模式，保持与行业发展的紧密联系。持续

更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积极引入先进的教学

技术和资源，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同时，还应

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其创新能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改进不足，可以更

好地适应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需求，培养出更多

优秀的城轨运营管理人才。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城

市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学生的职业生涯

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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