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人才需求与专业教学改革调研报告 

 

调研目的：以立足市场设专业、立足岗位定课程为指导思想，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和水利水电事业发展需要，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切入点，科学制订人才培养

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适用性。 

通过召开由行业协会、行业企业生产一线代表组成的实践专家讨论会，本专业教师与

企业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讨论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相关问题。 

调研时间：2017 年 8月 

调研地点：湖北恩施天楼地枕水力发电厂、湖北黄龙滩水力发电厂、湖北漳河工程管

理局新能源电站、上海志方电气设计有限公司、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局潜江分局、荆洲分局

等企业。 

调研内容： 

1．了解湖北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相关产业发展规划。 

2．了解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相应技术领域变化状况和发展趋势。 

3．了解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岗位需求状况。 

一、电力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1. 电源发展现状  

我电力工业持续健康发展，装机总量及发电量进一步增长。2000—2015年发电装机发

展情况如下图所示。根据统计，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为 13.96 亿千

瓦，同比增长 8.7%，其中火电发电量负增长，设备利用小时创新低。水电装机达到 3 亿

千瓦，水电发电量高速增长。风电投资大幅增长，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及发电量大幅

增长。核电投资同比继续负增长，全年新投产核电装机规模创年度新高。  

电力行业装机平稳增长，并网风电、太阳能装机快速增长。清洁能源装机比重提升，

电源结构继续优化。火电、水电装机比重下降，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快速上升。

在火电装机中，煤电所占的比重巨大。气电快速发展。与煤电发展趋势相反，火电中还有

一大类气电，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2. 电源建设规划  

高效清洁发展煤电，积极有序发展水电，安全高效发展核电，重点地区发展风电 ，多

元化开发太阳能，有序开发生物质能、天然气发电。 

3. 电网建设规划 

国家电网公司"十三五"电网规划总体目标：加快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各级

电网协调发展的坚强智能电网。到 2020 年，形成西南、西北、东北三送端和"三华"一受

端的四个同步电网格局，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电力增长的需求。计划将在国内建成"

五纵五横"特高压电网，合计 27 条特高压线路。  

2020 年特高压工程规模将达到 45 座交流变电站(开关站)，主变台数将达到 75台，

总变电容量达到 22350 万千伏安，交流特高压线路长度达到 31490 公里；800 千伏直流线

路总数达到 11 回，包括 21 个直流换流站，线路总长度 17680 公里。  

二、 电力行业人力资源状况及需求分析  

1. 行业人力资源队伍现状  

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业化转型和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深入，能源战略布局有了新的调整，

电力行业从业人员增量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 2011-2015 年电力行业平均从业人员统

计情况看，电网企业人员仍为增量主体，太阳能发电、风电企业人员增速较快，水电企业、

其他能源发电（主要是生物质、垃圾等发电类企业）企业人员增速平稳，火电企业、核电

企业人员增速较慢，整体上与我国能源电力发展现状保持一致。  

（ 1）以风电、太阳能发电企业为代表的新能源发电企业，人员增速较快。  

（ 2）专业技术人员数量较少，且与管理人员总量相近，未能较好体现出行业技术性强的

特点。  



（ 3）专业技术人员队伍趋于年轻化和老龄化，中年技术人员较缺少，中间断层现象明显。  

（ 4）高层次、技能人才缺乏。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不高，具有高级职称和高技能等

级的人员占比不高。  

2. 企业人力资源需求  

从需求企业类型看，电力建设、大用户企业、新能源发电企业对行业个人力资源需求

将持续呈现旺盛态势。电网、火电、水电等传统企业，由于自身发展以及自然减员等因素，

对行业人力资源仍将保持一定需求，但都提升了需求层次，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将有所减

弱。  

从需求专业方向看，电力类、热动类相关专业仍将是需求的主方向。就高职而言，依

然将体现在电力技术、热能与发电工程和新能源发电工程三大专业群中。  

从需求地域分布看，东部工业发达，未来需求将主要体现在核电、气电、风电企业及

部分大用户企业；中部地区工业化转型较快，未来需求将主要体现在核电企业、电力建设、

电气装备制造及新兴制造业企业；西部地区属于能源大省，同时太阳能、风能资源丰富，

因此未来需求将主要集中在，煤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及水电建设企业。  

随着工业化转型的不断深入，以轨道交通、新兴制造业为代表的大用户企业，以及以

钢铁、有色、化工、汽车等传统工业为代表的传统大用户企业，每年也将对电力类专业毕

业生有一定程度需求。  

3. 企业对员工素质和人才培养的要求  

随着国家工业化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电力工业正加快向大机组、大容量、大电网和

高电压、高自动化程度以及高技术含量方向发展。这一发展趋势对电力行业从业人员素质

和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根据行业生产和岗位工作特点，电力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要求主

要体现在基本素质、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三部分。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见下表。  



 

大部分企业亟需工程应用和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因此，在专业技术能力方面，企业普

遍认为除牢固掌握专业知识外，还应加强对学生应用能力和动手实操能力的培养。同时，

在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上，要求学生能主动结合岗位实际，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掌

握实际工作需要的新工艺、新方法，积极参加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逐步提升自身综合素

质，适应企业发展需要。此外，部分企业结合自身实际还要求院校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要求能立足岗位实际，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积极参与各类项目、课题和工程研发，

推动企业科技创新。  

同时，针对今后的人才培养，对应于企业对员工的要求，提出了如下建议：  

建议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分方向培养，以满足不同类型电力行业企业的需求。发电

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分发电厂电气运行、电网运行技术、电气安装与检修三个方向培养。  

建议开办行业专业院校，尤其是行业办学院校，适度扩大专业的招生规模，以满足电

力行业企业最低需求。同时应加大对优先发展专业的扶持和投资力度，重点加强建设，为

电力行业企业输送更多更优秀的专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