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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空经济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兴产业，无人机技术作为低空经济的重要核心技
术之一，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本文针对川南地区无人机产业发展需求，对无人机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的构建进行了探索。结合川南地区产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现状，针对性地提出了“产
教融合、区域特色、校企互聘”的无人机人才培养模式，将产业需求与课程内容高度融合，
构建具有区域特色、实践性强、多元化的课程体系。有望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为川南地区低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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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5G 等技术与无人机技

术的深度融合，无人机被广泛应用于应急救

援、环境监测、城市规划等各个领域。在民

用领域，无人机因其低成本、高效性和灵活

性成为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它正加速

渗透到低空物流[1]、低空交通[2]等各个领域，

带动其他产业链发展，优化城市产业结构，

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转型，对加

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近几年来，低空经济作为一个新兴的产

业，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有关数据表明，

2023 年全球低空经济核心产业市场规模已

达到 2.08 万亿美元，预计未来 5 年的年均增

长率有望达到 11.51%[4]。中国在无人机的

生产及应用的技术处于世界前沿，通过推进

相关政策，促进低空经济在各个城市的发展

[5]。近年来出台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

理暂行条例》等低空经济专项规划，更加坚

定了无人机技术在未来的战略地位：将其培

育成未来经济的核心组成。在这一情况下，

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因素无人机人才储备

已成为关键。越来越多低空经济示范区正加

速推进无人机技术与产业的结合，如何去培

养既有专业知识又有行业思维的复合型人

才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难题。

作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南翼的重要节点，

川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产业结构，

对无人机相关技术具有更高的需求。然而，

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

且无人机应用技术属于多学科交叉融合，高

校人才培养还未达到社会预期目标[6]。因此，

亟须通过结合川南区域特色、产教融合、政

企协同的模式构建区域性人才培养体系。

2.川南地区无人机人才需求分析

川南地区低空经济是四川省低空经济

布局的重要板块，四川省通过多项政策推动

川南地区的产业升级[7]。在已布局的 5个四

川低空经济产业园中，川南地区就有自贡航

空产业园和宜宾长宁经济产业园。其中，自

贡航空产业园已发展成了多家知名无人机

企业和相关产业链企业的重要基地，同时加

强低空经济各类人才培养引进，支持高校相

关专业学科建设。

自贡、泸州、内江、宜宾、乐山等地有

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产业特点。不同于川中

平原区，川南地区的丘陵山地占比偏高[8]，
不同的地域和产业发展形成了无人机不同

的应用场景。在此基础上，衍生了基于川南

地区地理特点和产业需求的无人机应用技

术。基于地理特点的无人机技术重点考虑的

因素有：川南地区的复杂山地，湿热的气候

及其多分支水系的长江流域。而基于产业需

求的无人机应用技术集中体现在智慧农业，

救灾应急和能源勘探等方面，所以川南地区

需要的无人机人才更加多元化及专业化[9]。
因此，需要探索出城市之间不同的侧重点，

逐渐形成各自有特色的无人机人才培养方

针，强化实践教学，并培养与行业背景相贴

合的应用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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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川南地区无人机人才培养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川南地区开设无人机相

关专业的学校主要包括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自贡职业技术学院、四

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四川轻化工大学

等。上述学校无人机相关专业培养人才总数

量为 700 余人/年，无法满足川南地区低空经

济产业的发展对人才数量的需求。且多所高

校设置专业同质性较强，多数仍然存在人才

培养规模受限、师资力量薄弱、课程体系不

完善等问题。在 2024 年全国两会上，低空

经济首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四川省

具备飞机设计、制造、系统集成与测试的完

整航空产业体系[10]。低空经济发展带来的

产业链对川南地区无人机相关人才的需求

带来了机遇。如何抓住低空经济政策对川南

经济的提振，培养新工科背景下的无人机相

关专业人才的发展是目前急需重视的问题

[11]。综合考虑川南地区的地理环境特征、

产业基础以及低空经济相关政策来分析无

人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4.构建川南区域特色人才培养策略

针对川南地区特点和人才培养教学现

存问题，提出区域特色教学改革思路。基于

川南地区人才需求以及专业建设情况，采用

专业内容匹配区域产业、课程体系匹配岗位

需求、教学过程对接实践过程的思路构建人

才培养策略。

4.1 无人机专业与区域产业融合

基于川南各个城市低空经济布局和低

空经济产业园区，结合川南各个城市地域特

色，构建具有川南地域特色无人机人才培养

方案。将无人机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进行有

效融合。如针对宜宾五粮液酒厂、茶园的巡

检植保的智慧农业无人机、以泸州页岩气等

能源为需求的特种巡检无人机，以及适合川

南地域特点的电力巡检无人机。

4.2 构建区域特色课程体系

构建“基础通用+区域特色”的模块化

课程体系。基于区域产业的无人机专业，需

要在传统无人机专业的教学基础上，有针对

性地增添课程创新体系。在无人机基础教学

模块中，可根据区域产业特点，增添特色课

程。根据川南地区茶叶植被的特点，可在课

程内容中增添针对智慧农业无人机的相关

课程，建设智慧农业无人机课程体系。构建

“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建立模拟飞

行训练室、无人机设计与控制专业实验室等，

同时与本地企业共建校外实践基地，如自贡

航空产业园已经建立四川省无人机学院拔

尖创新人才实习实践基地。同时，在实践课

程中可加入空地协同农作物精细化监测管

理课程。实践课程的地点可以选取宜宾茶园、

富顺粮仓等地点，将一些无人机应用场景项

目转化为教学任务，通过科研项目的形式转

化为学生实践课程，以实际应用让学生体会

到项目实践的意义。课程从方案分析、方案

设计、技术实施的全流程让学生融会贯通，

确保学生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无人机技术。

4.3 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构建“校企互聘”

的师资教学团队

选派部分教师到本土企业实践，参与企

业项目，进一步提升教师理论水平和实践能

力，从而提高教师教学创新能力。同时，将

企业技术型工程师聘为学校实践课程教师。

通过制定川南无人机专业“双师型”教师认

定办法，将企业技术型人才与高校教师形成

双向流通，形成一种常态化的人才交换机制。

如宜宾一电航空具有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工

农业无人机和应急无人机，宜宾地区高校可

与其建立人才双向互聘的方式，不仅有助于

高校人才师资队伍建设，更有益于定向输送

专业人才，实现企业和高校的互惠互利的效

果。

5.结论

为了满足低空经济发展对无人机人才

的需求，需要因地制宜地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本文将人才培养与川南地区的区域特征结

合起来，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与当地企业的联合培养，夯实学生的理

论基础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为区域低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有力

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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