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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职业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

期，人才培养从数量到结构再到质量不断优化，从尝

试探索到规模发展再到质量提升，走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之路。

进入新时代，融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是职业教

育国际化转型的迫切需要。高等职业院校该如何适

应新形势、做好转型发力“大文章”？

“一带一路”产教融合创新·校企合作国际高峰

论坛即将在江苏省常州市开幕，值此之际，科技日报

记者来到国家高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常州科

教城，深入相关重点高职院校进行调研。

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可以说，常州科教城的高

职院校在国际化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醒得早、

转得快、干得实，为我国职教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不少

新经验和成功模式。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以下

简称常工职院）就是其中的一家。

第一招

顶层设计、搭建平台、对标国际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技能型人才，沿线国家

政、经往来需要跨文化人才。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

说，唱响‘一带一路’这首好歌，大有可为。”常工职院

党委书记王光文说。

在王光文看来，高职院校不仅大有可为，还须大

有作为。高职院校要增强主动性，在发展理念与指

导思想上主动对标国际，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要求；

要提高专业与“一带一路”政策、沿线国家产业发展

与教育需求的融合性。

“实现职业教育国际化需要很长的发展时间，同

时涉及方方面面。因此，理清思路、统一目标和资源

优化整合是关键，必须要抓住机遇，做好顶层设计，

主动跟进，搭建平台，对标国际，满足新要求。”常工

职院院长吴访升说。

2015 年，常工职院在与德国、澳大利亚、韩国等

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上，针对前期合作中出现的

问题。该校立足于高职教育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需

求，围绕学生的国际化成长需要，创新合作机制，搭

建合作交流平台，提升师资国际化能力，在教育国际

化赛道实现了弯道超车。

“10 年间，常工职院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

国际化办学的‘荒地’转型、升级为助推‘一带一路’

建设的‘绿原’，实现蜕变的关键还在于学院创新性

地提出了组建一个研究机构、搭建一个友好交流平

台、建设一个国际语言中心、建立一个海外分校、建

立一批海外人才培养基地，即‘五个一工程’。”常工

职院继续教育与国际交流学院院长管卫东说。

近年来，常工职院与中共常州市委党校、常州市

商务局合作成立“一带一路”研究院分院，以国别研

究为基础，开展国家职业教育援外、高职海外办学、

企业“走出去”战略以及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研

究，为外国留学生在常州期间的学习、生活、实习、就

业等提供平台和服务。

此外，常工职院与中国缅甸友好协会、曼德勒缅

中友协、常州市外事办公室在常州共建“中缅文化交

流中心”，使之成为中缅两国在教育、文化、科技等领

域交往的桥梁和纽带。利用学院建有国家级普通话

考试中心的优势，常工职院筹备并获批了常州地区

的 HSK 考级培训中心，为在常高校以及周边城市的

外国留学生提供汉语考级培训服务。

与缅甸教育部技术与职业教育司、与缅甸曼

德勒福庆孔子课堂合作共建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曼德勒分校，为缅甸学生和职业学校教师来华

留学或进修提供前端课程服务，同时也为缅甸培

养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当地经济发展急需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

如今，常工职院与澳大利亚、柬埔寨、缅甸、尼泊

尔等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目前，该校已招收

来自 19 个国家的 160 名留学生，同时还为大量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提供短期培训。

第二招

完善机制、培育品牌、以质取胜

“我们在国际化办学上，始终坚持不求量、但求

质的原则，通过完善机制、培育品牌，稳扎稳打、以质

取胜。”王光文坦言。

来自缅甸的陈丹是常工职院中缅职教项目班学

生。对比在中缅两国的学习经历，她说：“在家乡的

大学，我的专业学制是 6年，前 4年学习纯理论，没有

任何实际操作，后两年才开始进行实操。而在这里

上学，学院每个学期都会组织实训，我觉得这能让我

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并记得更清楚，毕竟实践是检

验理论的唯一标准。”

常工职院副院长周勇介绍，中缅职教班是学校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政府公派留学生、为“走

出去”的央企、国企定向培养外国留学生开展的学历

教育项目之一。此外，学校还采用现代学徒制模式，

与中色镍业（缅甸）有限公司、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等合作开设订单班。目前，中色镍业项目已

入选“留学江苏”优秀人才遴选计划（TSP）。

“我们全面加强了与高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学生互换、学分互认的

合作机制，积极开展交流（交换）生、专业访学、海

外实习、文化交流等项目，为学生提供海外专升

本、专升硕升学通道，并鼓励学生参加国际技能大

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管卫东说。

常工职院教师姜泽东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亲

历了这个过程。姜泽东说：“从 2007年到 2010年，为

了通过国际焊工证考试与国际焊接工程师考试，我

曾 3 次去德国学习、考试。而现在，学院与德国什未

林手工业协会（HWK）共同建设了中德国际焊接技

术培训考试中心，学生如想要考这个证，在学校就能

考取。”

变化的不仅是考试地点。“在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交流、推进国际化办学的进程中，我们逐步引进

了与德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职业

资格认证体系，推动专业课程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

证书对口衔接。”管卫东说。

与陈丹一样，张文杰是中缅职教项目班的公派

留学生。在缅甸原本学习汽车修理专业的他，选择

了焊接专业继续学习。“在我们国家，考到国际焊工

证的人不多，取得通用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会给我以

后的工作带来便利。”他说。

事实证明，通过加强国际交流，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这一过程实际上也了锤炼了教师队伍，提升了教学

水平，为加速高职转型升级、提质提优打下了基础。

王光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为充分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国际化办

学理念，有效整合国内外行业、企业及职业教育资

源，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实现校企无缝对接，助力企

业“走出去”，同时为“走出去”企业海外生产经营培

养本土化人才。学院将在举办建校 60 周年高质量

发展大会之际，举办“一带一路”产教融合创新·校

企合作国际高峰论坛，亮出学校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新名片。

（本文图片由常州工程技术学院提供）

常工职院：下好国际化人才培养“先手棋”
本报记者 过国忠 实习生 雷 宁

WiFiWiFi卫星不靠谱卫星不靠谱，，但但““星战星战””已经打响已经打响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前段时间，有则新闻刷了屏——国内首

枚民营 WiFi卫星正式亮相。

这家准备发卫星的公司是上海连尚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连 尚 网

络）。据连尚网络介绍，这一卫星计划“连

尚蜂群星座系统”由该公司卫星团队自主

研 发 ，目 标 是 在 2026 年 为 全 球 提 供 免 费

卫星网络。

据连尚网络提供的资料，这一“星座

系统”由 272 颗分布于低轨道的卫星和数

据处理应用中心组成。星座分为内外两层，

外层为 72 颗骨干星，距离地面1000公里；内

层是200颗节点星，距离地面600公里。

叫好者众，但质疑声也有。通信专家、

飞象网首席执行官项立刚就说，手机和卫星

连接，那得需要多大的功率？

那么，到底用手机连卫星 WiFi 是否可

行呢？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研制

的猎鹰 9 号火箭已成功地带着两枚微型卫

星升空，它们是 SpaceX 研发的全球宽带测

试卫星，也是雄心勃勃的“星链计划”的探路

卫星。

该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愿望是——让

WiFi 无处不在。卫星发射后，他便“皮”了

一下，对公众说：等这两颗卫星来到美国上

方时，你们记得拿手机连一下卫星 WiFi。

现在，你在网上还能看到这样的帖子：

“美国那边有人连上了马斯克的卫星 WiFi，

大家试一下。”

实际上，这只是马斯克开的一个玩笑。

南京世域天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裁郭正

标说，从技术上来讲，让地面的手机等移动

通讯设备直接连上所谓的卫星 WiFi 网络，

是不可能的。“WiFi 卫星本身是个伪概念，

我也不赞成媒体宣传时总提 WiFi卫星。”郭

正标说。

WiFi的有效传输距离通常只有

几十米，但是星地距离动辄

成百上千公里，信

道 环 境 完

全不一样。“WiFi就不是针对这种空间环境

设计的，星地间也不可能用 WiFi 这套协议

来通讯。”郭正标介绍，WiFi是适用短距离、

相对静止状态下的室内高速无线通信，星

地长距离通信必然带来时延，低轨卫星高

速运动还会带来多普勒平移等问题，这些

是现有 WiFi技术无法解决的。

而且，要想实现通信，就要实现数据的

双向传输。就算卫星具有大功率的下行广

播，可是手机的上行功率可没有那么大。

也就是说，在村口拿着大喇叭广播让村民

都能听到，不难；但要每个村民都和村口大

喇叭进行一对一对话，那得多大的嗓门。

郭正标表示，在民用通信服务中，但

凡无线电频谱在空间里使用就必

须向国际电信联盟申报，得

到许可才能开展对

地 通 讯 服

手机不可能直连卫星WiFi

务。WiFi 从设计指标上就是在区域内工

作，所以国际上会有免授权频段，必须在

2.4GHz和 5GHz频段内工作，否则可能对其

他通讯设备形成干扰。

此外，卫星通常使用的频段和 WiFi 频

段并不一致，使用的通信标准也完全不同；

“语言”不同就无法沟通，在地面终端还需要

调制解调器作为“翻译”。

虽然 WiFi 卫星的说法不靠谱，但郭正

标认为，非地面网络提供通信服务将是未来

的趋势。

想从空中网络中“淘金”的企业并不

少。在国外，SpaceX 最为出名，他们提出了

“星链”计划；脸书公司（Facebook）则先是想

做无人机互联网项目，后来又转向了高空互

联网传输系统。

在国内，国家队也纷纷入局。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启动了“虹云工程”，

计划发射 156颗小卫星，构建一个星载宽带

全球移动互联网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要

建的是鸿雁星座，这是一个全球低轨卫星星

座通信系统。

制定 5G 标准的 3GPP 在定义 5G 业务

需 求 时 也 明 确 提 出 ：5G 应 能 支 持 各 种

3GPP 和非 3GPP 接入（包括卫星接入）；

5G 应支持属于同一运营商或达成一致的不

同运营商的陆地 5G接入和卫星接入。

“5G 卫星有一整套完整的技术解决方

案，背后是整个移动通信产业在推动。”相比

而言，郭正标更为看好 5G卫星，也认为它更

符合实际情况。他希望能基于共同的标准，

利用 5G空口技术，实现频率共享共用。

南京世域天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就正在

研究针对基于卫星等非地面网络设计新的空

口接入方案。“我们认为随着5G网络软件定义

技术的使用，能实现更加扁平化的控制，可根

据空间信道环境自适应卫星接入方案。主流

的电信运营商、通信制造厂都会用这套协议

标准生产通信设备。”郭正标说，那个时候，“城

市里面信号好，就用地面基站的信号，飞机上、

海船上、偏远地区就直接接入低轨卫星网络。”

对此，连尚网络卫星团队首席科学家安

洋也表示，未来的通信模式一定是天地一体

化，卫星通信会是地面通信的补充。

卫星互联网是未来趋势

从连尚网络的举动也可以看出，社会资

本正在涌入卫星互联网领域。想在这一领域

占据一席之地，资金、技术和资源，缺一不可。

安洋就表示，整个星座计划的费用预计

在 30 亿元左右，其中包括 20 多亿元的卫星

成本和数亿元的地面运维系统、卫星测控和

运控站成本。

作为一家有着互联网基因的公司，连尚

网络选择了“免费”这一商业模式，也就是免

费向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安洋说，通常来

说，卫星行业的投入产出比为 1∶7 到 1∶14，

卫星上网费用在收益中所占比例本来就不

高，更广阔的天地在大数据处理、分析和产

业应用方面。

卫星通信公司云端领航董事长管航则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一些民营资本选择让用

户“免费”上网，也可能是无奈之举——因

为，无论是开展卫星通信业务还是地面因特

网服务，都必须获得工信部颁发的许可证。

据他所知，目前同时拥有“天上”和“地上”两

张牌照的公司，不超过 5 家。“没有牌照，你

就不能开展收费业务。”他认为，大多数企业

布局卫星互联网后，应该还是会和中国电信

这样拥有牌照的运营商合作开展业务。

对于卫星通信的市场前景，管航相当看

好。他认为，光是通信服务收费这一块，就

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如果我们的产品永远

比三大运营商的月平均售价便宜一半，信号

覆盖范围永远比他们多 80%，你用不用？”管

航认为，等到通信总容量达到 100Gbps的高

通量卫星上天时，这一愿景就能实现。

愿望都很美好，但卫星组网其实是个高

技术活。管航说，很多公司都在计划发射卫

星，有的计划发射的数量还不少。但一颗卫

星能服务多少用户，取决于卫星的宽带容

量，也取决于公司的卫星组网技术。也就是

说，同样是“放卫星”，最后的服务能力如何，

可能千差万别。

“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在太空时代占

得市场先机。”管航强调。而连尚网络轮值总

裁王小书直言，整个卫星通信市场非常大。“就

现在来讲，我们倒认为整个行业的从业者是

少了而不是多了。我们欢迎更多的企业一起

来做，可以互利共赢，不一定要你死我活。”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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