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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介绍 

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1999 年 3 月 3 正式投入运营，是中

国国内主要的民用航空器大修基地之一。 

山东太古主要面向中小型航空器开展大修和维护业务，具体业务

范围涵盖：机体大修和改装、系统升级、航线维护、部件翻修、器材

加工、工程咨询、维修培训、梯台设计与制造和航材销售等。 

“精致维修、细节管理”为山东太古重要管理思路，以安全、质

量为先，以客户、服务为重，成立以来，山东太古一直保持骄人的安

全记录和快速的增长速度。 

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山东太古培训

中心）是隶属于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的专门从事民用航空器维

修人员培训的专职培训机构。2007 年 5 月，山东太古培训中心取得

了中国民航局的 CCAR147 培训机构的资质，成为中国民航局首批认证

的民航维修人员培训机构【培训证书号：D.147.200002】。2012 年山

东太古培训中心正式被民航局授为 CCAR66 考点单位。成为山东省及

周边地区唯一一家民航局授权的航空维修人员执照考试考点。2010

年度《以客户为导向的订单式航空维修人员培训》管理模式获得山东

省管理创新二等奖。2010 年 9 月份被山东省政府列入山东省第二批

省级企业实训基地名单。2011 年度获得山东省 2011 年度企校合作先

进单位荣誉及 2011 年度职工教育培训重点课题二等奖。2012 年度再

次获得山东省 2012 年度职工教育培训重点课题先进单位。多年来，



山东太古培训中心先后接待了来自中国民航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等院校各类学生 2000 余人次前来实训。 

二、行业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航业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迅速壮大，

体现在航空运输量持续快速增长，航线网络不断扩大，机队运输能力

显著增强，机场、空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管理体制改革

和对外开放迈出较大步伐。目前，中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和客运周转

量均排名世界第二，安全水平居世界前列，是世界公认的民航大国。  

“十二五”以来，我国民航业取得了以下的发展成就，为建成民

航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见表 1-1）。 

表 1-1 “十二五”时期中国民航发展指标完成情况 

类别 指标 2010 年 2015 年 实际年均增长 

业务规模 

航空运输总周转量（亿吨公里） 538 852 9.6% 

旅客运输量（亿人） 2.68 4.4 10.4% 

货邮运输量（万吨） 563 629 2.2% 

通用航空生产作业（万小时） 14 28.8 15.5% 

旅客周转量占综合交通比重（%） 14.5 24.2 - 

发展质量 

运输飞行百万小时重大事故率 [0.05] [0.00] - 

航班正常率（%） 75 67 - 

载运率（%） 71.6 72.2 - 

运输飞机日利用率（小时/天） 9.4 9.5 - 

吨公里燃油消耗（公斤） [0.306] [0.293] - 

保障能力 

保障起降架次（万） 605 857 7.2% 

全国民航运输机场（个） 175 207* - 

运输机队规模（架） 1597 2650 10.7% 

通用机队规模（架） 1010 1904 13.5% 

全年航油供应（万吨） 1600 2580 10.0% 

飞行员数量（万人） 2.4 4.6 13.9% 

民航院校在校生（万人） 5.0 6.3 4.7% 

 



1.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十二五”以来，航空运输业未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安全水平世界领先。航班客座率、载运率和飞机日飞行

时间持续处于较高水平，2015 年分别达到 82.1%、72.2%和 9.5 小时。

节能减排效果显著，吨公里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五年平均下降 4.2%。  

2. 保障能力不断增强。2015年，民航运输机场数量达到 207个，

通用机场 310 个，运输飞机 2650 架，保障安全起降 857 万架次，航

油储备能力 300 万立方米，不重复航线里程达到 531.7 万公里，较好

地支撑了行业规模的持续增长。2015 年，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

量和货邮运输量分别是 2010 年的 1.6、1.6、1.1 倍。通用航空生产

作业小时年平均增长 15.5%。 

3. 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明确民航重要战略产业地位。航空运输在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15 年民航旅客运输周转量所占比重达到

24.2%。民航业加快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临空经济成为推动地区转

变发展方式的新亮点。  

4. 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2015 年，我国航空公司通航 55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37 个城市，国际航线较 2010 年增加 358 条，达到 660

条；我国承运人市场份额大幅提升，与外航差距由 2010 年的 14 个百

分点减少到 2 个百分点。我国继续高票当选国际民航组织一类理事国，

我国候选人首次当选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  

5. 行业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持续安全理念持续深化，安全工作

法治化进程不断深入，民航价格改革稳妥推进，市场管理手段不断丰



富，行业财经政策逐步完善。适航审定能力实现突破，三大审定中心

相继运行，颁发 ARJ21 国产支线飞机型号合格证，C919 飞机型号审

定有序推进。 

三、人才需求 

飞机维修是民航业的重要一环，对保障飞行安全至关重要。当前

我国民航行业对于飞机维修人才需求呈现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人才需求量保持高态势增长。2017 年波音公司发布的中

国市场最新《当前市场展望》报告：未来 20 年，中国将需要 7240 架

新飞机，总价值达 1.1 万亿美元；中国单通道市场将需要 5420 架新

飞机，占全球飞机需求总量的 75%；中国宽体机市场将需要 1670 架

新飞机。  

近五年以来，国内三大航空公司 2012 至 2016 年人机比例平均值

分别为南航 140:1、东航 138:1 和国航 128:1(数据来源《国内四大航

近 5 年人力趋势报告》)。如果按人机比 135：1 推算，未来 20 年民

航净增就业岗位约 92 万个，按照国际惯例，从事飞机维修人员的人

机比为 20-30：1，新增的飞机维修人员数量将达到 13.6-20.4 万人，

平均每年将增加飞机维修人员 6800-10215 人以上。飞机机体、发动

机、电气设备维护和修理人员占飞机维修人员组成的 50%以上，人才

培养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二，人才培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民航 “十三五”规划中运

输飞行百万小时重大事故率、航班正常率、平均延误时间、保障起降



架次的预期目标体现了中国民用航空器维修行业对高水平技术技能

人才的持续性要求；新机型的不断引进、维修技术的不断发展对飞机

维修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当前国内三大航开始对飞机维修部门进行

改革和整合就体现了这一需求；民航“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指出

“民航教育培训体系应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建成民航持续安全和民航

强国建设相匹配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强化民航专业学科建设，拓宽专

业人才培养渠道，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质量”。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主要面向民用航空器维修产业，培养从事

飞机机体、发动机和电气设备的航线维护和定检维修等工作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是向民航行业输送飞机维修人才的主要专业之一。 

四、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具体举措 

成立校企合作理事会，“三点一线一面”深化校企合作融合。 

 



图一  校企合作签约仪式 

 

图一  校企合作协议书 

（一）校企双方共同招生，制定招生方案、宣传招生政策，多种

方式共同完成招生工作； 

（二）全程参与人才培养。山东太古委派技术及管理人员加入到

学校的专业建设委员会，将 147 培养标准、机务人员规范引入教学，

全程参与学生招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构建、课程标

准制定、专业课程教学实施等，同时校企共建专兼结合的专业教师团

队。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建设、教材开发、互派人员交流等方

面与山东太古有长达三多年的友好合作。 



 

图三 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恩舫来校考察交流 

（三）共同建设专业实训中心，校企双方按照 CCAR-66 部、

CCAR-147 部民航法规以及国际 FAA 执照要求，在学校建设包括紧固

拆装与保险、标准线路施工、飞机钣铆等飞机维修基本技能培训，以

及 CFM56、涡桨-5 型飞机发动机拆装与维护、飞机起落架维护等飞机

维修专业技能培训在内的交通装备技术训练中心。 



 

图四  飞机实训车间剪影 

（四）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山东太古一贯高度重

视人才储备，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办学。长期以来是济南职业学院（以

下简称“学校”）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和毕业

生就业大户，2018届即专业首批毕业生在山东太古实习就业率超过

55%。该专业大二学生与企业“双向选择”确定定向班，针对性培养，

校企“无缝对接”；共同联系企业，实现高标准的对口就业，使双方

合作贯穿人才培养主线。围绕学生专业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企业文

化体验等方面，加强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开展“学生、

家长‘走近民航共筑蓝天梦’”活动。 



 

图五  学生熟悉企业文化 

 

图六   企业教师机库指导学生实习 

（五） 合作成效。山东太古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类大赛及项目申

报，山东太古作为济南职业学院的合作单位，2018 年帮助济南职业



学院成功申请到飞行器维修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立项建设项目，山

东省第四批教学指导方案开发项目。为学校提供部分训练设备、场所

和技术支持，帮助学校 2016、2017 年连续两年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高职组）“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与维修”赛项中荣获国赛二等

奖。 

  

图七  国家级教学资源库      图八 省教学指导方案 

图九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二等奖 



 

五、保障体系 

（一）制度保障 

为了保障校企合作各项工作正常有效开展，双方制定成立了校企

合作理事会、现代学徒制项目实施工作组，制定了《现代学徒制师傅

选拔标准》、《现代学徒制学徒实践考核制度》、《现代学徒制学徒管理

制度》、《现代学徒制学徒轮岗制度》、《现代学徒制教学效果反馈月度

例会制度》、《现代学徒制学徒权益保障制度》等相关制度，保证了校

企合作的有效实施。 

搭建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管理平台，功能包括学徒管理、师傅管

理、岗位管理、交流沟通管理、月度评估总结管理。 

（二）政策保障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山东省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的意见》中均指

出，健全行业企业参与制度；推动行业积极参与和指导职业教育发展；

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研究制订促进校企合作办学的激励政策；

规模以上企业要对接职业院校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企业因

接受学生实习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按现行

税收法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建设兼

具生产与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  



山东太古制定了专门的政策对表现优秀的学生及指导学生的员

工进行奖励。 

六、问题与展望 

（一）问题 

1. 学校毕业生距离企业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民航业的快速发展

对飞机维修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现阶段学校毕

业生距离企业用人需求存在一定差距，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需经过

相关的专业培训。如何尽可能缩短企业在员工入职后的培训周期是面

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2. 企业生产与学生实习的矛盾仍然存在。尽管山东太古通过各

种形式安排学生进入生产现场进行实习，但由于飞机维修行业的特殊

性及安全压力，学生主要是认识实习和跟岗实习，无法真正参与动手

实践。  

3. 校企在科研合作上有待加强。尽管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和师

资交流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但在科研上特别是应用技术类的合作还很

薄弱。  

（二）展望 

基于我国民航业快速发展需求，山东太古与学校的合作从以下几

个方面加强：  

1.加强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探索“准执照”考试的可能性，尽



可能帮助企业缩短培养周期。  

2. 进一步探索适合企业人才需求的合作方法和途径，重点推进

现代学徒制试点人才培养项目。  

3. 加大政策和资金保障，加强科研合作，推进双方产学合作进

一步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