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新时代航海工匠 助推示范区共同富裕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渔转岗”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探索

与实践案例

摘要：浙江省出海捕鱼渔民总体工资水平较低，在休渔期部分渔民面

临零收入的窘境。近年来，东海海域的海洋生态较以往相比有所降低，

一些重要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捕捞产量逐渐下降，浙江省大量渔民

希望能够转岗，而转岗亟须专业的职业培训。同时与之相近的航运业，

却出现了船员供不应求的状况。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浙

江交院）对“渔转岗”职业技能培训模式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根据

STCW 公约和国家海事局制定的“渔转岗”培训和考试大纲，结合海

运企事业单位的用人要求，制定和实施针对“渔转岗”的“123”船

员培训模式，开发“渔转岗”培训包，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经过多

年的实践，为舟山和台州地区共完成了 10000 余人的转岗培训，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经跟踪调查，转岗人员收入稳定、幸福指数高，

其中大量已成功转型为海运业技能型人才，缓解了海运业供求比，也

提升了浙交院在行业中的培训品牌，实现了多方共赢。

关键词：渔转岗；职业技能；航运业；共同富裕

一、实施背景

渔民作为一个不同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特殊群体，主要是指居住

于海岛渔区、以从事渔业生产为主要职业的劳动者，身份的多重性与

隐蔽性使得渔民渐渐成为一个被遗忘在现代化进程边缘线上的社会



弱势群体。浙江省渔民主体仍处于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含量的行业中，

生活预期与生存现状的不符影响着他们对生存现状的满意度，主要显

示为其为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程度与自身的收入情况存在巨大差异。

浙江省渔民总体工资水平较低，家庭集体劳作形式限制了个人收入的

增长。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减少了渔民的收益，在休渔期部分渔民面临

零收入的窘境，并且国家为了保护渔业资源休渔期越来越长。

近年来，高强度的捕捞使渔业资源无法承受压力，出现日渐衰退

的问题。渔民普遍表示，现在东海海域的海洋生态较以往相比有所降

低。一些重要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捕捞产量逐渐下降。浙江省周边

海域受到一些工业企业、制造业污水污染严重，使渔民收入在不稳定

的情况下逐年下降。并且渔民劳动强度大，危险性大，工作稳定性较

差，深受气候等不定因素影响。

鉴于以上情况，浙江省大量渔民希望能够转岗，而转岗亟须专业

的职业培训。同时与之相近的航运业，却出现了船员供不应求的状况。

因此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对“渔转岗”职业技能培训模式进行了探

索与实践。

二、案例简介

浙江交院素有浙江省航海“黄埔军校”的美誉，学校航海技术和

轮机工程技术两个专业创办于 1958 年，具有深厚的文化和专业底蕴，

培养的航海人才遍布浙江乃至全国。该校响应国家“海洋强国”号召，

积极帮助广大渔民转岗，采取“两走进”的方式，走进他们的家庭里

和走进他们的心里，在继续拥抱大海的同时，通过政府、学校、海运



企业三方合力，帮助他们退捕转型。海事局（政府）打通“渔转岗”

通道，出台培训大纲和考试大纲，浙江交院开发培训课程包，采取多

种形式的理论和实践技能培训，由海事局和企业共同考核，通过者获

取国际公约认可、国家海事局颁发的海船船员各等级适任证书，由航

运企业招聘上岗，从而让他们具有较高的稳定收入和终生的职业晋升

通道，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实现共同富裕。

三、案例详情

1.构建“渔转岗”船员培养模式

根据 STCW 公约和国家海事局制定的“渔转岗”培训和考试大纲，

结合海运企事业单位的用人要求，浙江交院制定和实施针对“渔转岗”

的“123”船员培训模式，1 个目标：以培养国际化高素质海员实现

共同富裕为目标，2 翼扶持：政府（海事局）政策扶持和学校技能扶

持，3 方协作：以学校、企业和海事局（校、企、政）三方联动机制

为保障的船员培养模式，如图 1-1 所示。航运企业提出用人要求，学

校制定并实施专业教学，用人单位和海事部门共同参与鉴定人才质量，

“校、企、政”共同完成技能培养，最后由航运企业招聘上岗。

图 1-1 渔转岗“123”船员培养模式



2.具体做法

1）政策宣贯

浙江交院专门派教师深入海岛，发放《渔业船员转岗海船船员政

策解读》，并结合《渔业船员管理办法》、《海船船舶船员适任考试

和发证规则》等法规要求，就渔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渔业船员转岗海

船船员有没有年龄限制、转岗都需要哪些条件、换发海船船员证书要

什么培训、如何换发海船船员适任证书、海船工资待遇如何等，为各

位渔民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

2）开发“渔转岗”培训包

浙江交院航海专业教师深度解读海事局颁发的《“渔转岗”培训

和考试大纲》，专门开发了针对“渔转岗”的培训包，包含培养方案、

各课程标准、理论和实训教材、实践评估标准和教学安排等。课程包

既符合海事局要求，又贴合受训人员的现状，并且为转岗人员开启了

职业晋升通道，基础好、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员若干年后可晋升到船长、

轮机长岗位。（图 1-2 “渔转岗”船员职务晋升通道）

图 1-2 “渔转岗”船员职务晋升通道

3）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



根据实际情况，浙江交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培训。为方便广大渔

民，部分培训项目该校教师采用送教上海岛（图 1-3）；运用航海和

轮机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浙江海事局精品课程等，开展“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其中由浙江交院主持的“国家航海技术专业教学资

源库”用户量 6 万余名，社会船员达 1.8 万（图 1-4）；利用专业船

舶虚拟驾驶、船舶设备虚拟操作等一大批虚拟仿真实训资源，采用虚

拟仿真和实物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等（图 1-5）；为受训人员提供了方

便灵活的学习环境，并构建了终身教育体系。

图 1-3 送教上海岛

图 1-4 航海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及统计数据



（图 1-5 航海、轮机专业虚拟仿真设备）

四、实施效果

1.社会效果显著，实现共同富裕

经过多年的实践，浙江交院为舟山和台州地区共完成了 10000 余

人的转岗培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经跟踪调查，转岗人员收入

稳定、幸福指数高。目前国内沿海海船支持级船员（水手、机工）的

月工资达 10000-15000 元，操作级船员（三副、三管轮）月工资达

20000-28000 元，而发展好的船员已经升至管理级，月收入达

35000-50000 元，真正帮助浙江省域内广大渔民实现了共同富裕。

2.航运企业认可、助力海运发展

“渔转岗”船员具有显著特点，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但动手能

力强、热爱大海、不晕船、吃苦耐劳，上手即可用。这批人员在船员

劳务市场备受追捧，经常出现多家企业“抢人”的现象。航运企业评

价他们为：“肯吃苦、上手快、留得住”，为助力海运业的发展做出了

一份贡献。

五、案例总结与创新点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技能培训就是授予这些群体“渔猎”

之术，让他们能够在今后凭自己的能力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就业



是最大的民生”，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

业，让民众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更广阔的就业空间，才能实现最美的

中国梦。

浙江交院“渔转岗”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成

绩，不仅培养了大量海运业技能型人才，缓解了海运业供求比，而且

响应了国家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的号召，也提升了浙交院在行业中的

培训品牌，实现了多方共赢。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海事局）的大力

支持，创新性的打通了渔业转到航运业的通道，通过“校、企、政”

三方协作，培养新时代航海工匠 助推示范区共同富裕。

六、推广价值

1.助力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为缓解浙江省渔业资源过度开发、形成

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渔业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样例。

2.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将文化层次较低的人员培训成专业化海洋运

输船员的系统化培训教学模式。

3.为浙江省船员市场补充一定数量的船员，一定程度上解决沿海运

输船舶船员短缺提供切实可行的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