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智慧云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参与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 

（2023） 

一、企业概况 

武汉智慧云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河北

省政府与清华大学共建的事业法人单位）旗下一家专注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领域的产教融合型的高科技企业，为院校提供专业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社会化服务、创新协同等项目服务运营与

实施，为企业提供智能制造领域专业技术服务和企业定制化人才

培养服务。 

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是河北省政府与清华大

学共建的事业法人单位，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

会理事长由河北省清华大学分管领导担任，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张

华堂担任研究院院长。研究院已通过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科技部中国创新驿站基层站点、工信部军民融合科技服务

机构等三个国家平台认证，建有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研究院坚持“国家战略为导向、市场需求为引领、科技文化为支

撑、机制创新为驱动”的原则，依托清华大学科技、教育、人才优

势，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及高端装备制造、储能技术、新材料技术、

绿色节能技术、医疗健康、军民融合等领域，不断拓展国内外项

目合作，积极整合资本市场资源，打造创新合作大平台。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一）参与办学形式 



 

 

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充分整合利用校企双方优势资源，

全面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

提升优质就业率，武汉智慧云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轻工职业

学院合作共建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积极发挥

行业企业优势，按照“依托学校、联合发展，校企合作、产教结

合”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从实训建设、专业核心课教学、实习

实训服务、课程共同开发、职业技能培训、竞赛指导、内涵建设、

促进规模提升等方面为学校专业赋能，全面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 

（二）取得的成效 

1.加强内涵建设促进规模提升。通过参与提升共建专业管理

团队的管理水平，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注重专业特色文化建

设，推动专业建设硬实力与文化建设软实力同步增强，吸引了更

多考生报读，扭转了生源规模较少的状况，实现专业规模提升、

生源质量提升、学校影响提升。2022级机电一体化技术学生规模

达到 132人，2022级工业机器人技术学生规模达到 114人。 

2.开展学生管理强化职业素养教育。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开展思想教育、三风建设、安全管理、职业素养教育、活动组织、

文明创建等工作，增强学生职场适应性的培育训练，受到了学校

各部门、各学生组织的高度评价。 

3.投入实训建设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在学校现有实训设备的

基础上，植入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工艺流程、管理规范、设备水

平相同步的实训装备建设，投资扩建智能制造工程实践基地；开



 

 

展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领域职业技能理论

与实践知识的强化培训，将实际操作和理论学习结合在一起。 

4.开展核心课程教学。企业与学校共同推进课程标准和课程

体系建设，制定符合智能制造行业发展的人才培养计划，选派工

程师参与电机控制技术、PLC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工业

机器人操作与编程、数控操作与编程、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

工业机器人维护与维修、机器视觉技术、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等核心课程教学。 

5.实训实习与就业服务。为学生提供优质特色的技能学习环

境、校企协同一体化培养模式，举办行业、职业素养等专题讲座、

专项训练，在就业能力和专业技能水平上使学生能适应岗位需要。

协助学校完成实习就业工作，助力高质量就业，提升优质就业率。 

三、企业资源投入 

（一）有形资源投入 

通过深度校企合作，共同打造双基地，在学校现有实训设备

的基础上，植入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工艺流程、管理规范、设备

水平相同步的实训装备建设，投资扩建 360平方米智能制造工程

实践基地；开展工业机器人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领域职业

技能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强化培训。 

（二）无形资源投入 

坚持“国家战略为导向、市场需求为引领、科技文化为支撑、

机制创新为驱动”的原则，依托科技、教育、人才优势，不断拓展

项目合作，为学校提供服务，提供经费，联合智能制造学院共同



 

 

举办各类型文体活动、支持学生技能大赛、奖励优秀学生等。 

（三）人才资源投入 

为更好地培养学生，企业先后派遣 17 名业务骨干组成的管

理团队开展运营管理、教育教学、实训建设、职业技能培训、竞

赛指导、课程开发等工作，校企双主体办学、双元制培养智能制

造应用型高技能人才。通过学生自愿积极参加学习培训和各项活

动，学生职业素养、职业技能明显提升，得到了学生及家长的高

度认可。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一）专业建设 

校企合作师资互聘，实现专业建设一体化。从培育人才的角

度来说，根本出路在于面向产业的前瞻发展，面向特定的岗位群，

并基于学校本身的特色，建立适合于自己的专业定位。专家参与

规划，企业参与开发，老师参与项目建设，直接提升了老师理实

一体化教学水平。通过完善与调整，使学校的智能制造类专业设

置更加紧贴市场人才需求，专业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与地方产业

结构更加吻合，形成适应市场和岗位需求、产教对接、校企对接

的人才培养模式。 



 

 

 

图 1：专业建设思维导图 

（二）课程建设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教学生产一体化。教学生产一

体化体现在：教学活动与企业生产过程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教学为生产奠定知识和技术基础，生产对教学提出新的要求，教

学和生产从内容上实现一体化和一致性，实现理实一体、学以致

用，强调针对性和实用性，引入行业企业技术标准，企业和学校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共建实训基地，共同组

织开展工学交替教学活动；建立校企一体化实训基地，系统设计

实施生产性实训和岗位实习，教学过程将生产情景浓缩进课堂，

实践教学有制度、有计划、有深度、有效果。教学效果由企业和



 

 

学校共同进行评价，通过工作实操和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将通

用的高技能人才职业资格标准融入教学内容，推行严格的“双证

书”培养制度，学生毕业即可适应企业岗位工作的要求。 

（三）实训基地建设 

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提高学生操作技能。在学校现有实训

设备的基础上，植入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工艺流程、管理规范、

设备水平相同步的实训装备建设，投资扩建智能制造工程实践基

地；根据企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结合师生技能培训的实际需求，

邀请技术专家和校方骨干教师，共同制定了培训方案和计划，促

进了师生技能的提升，实现企业人才培养与人才储备的“双赢”。 

 

图 2：学生技能实践操作 



 

 

（四）学生培养 

学生共育共管，实现校企文化一体化。发挥文化育人功能，

把学校文化建设同企业文化有机融合、把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有

机结合，通过“校企文化一体化”进行熏陶，从精神和灵魂深处为

“下得去、上手快、留得住、用得上”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奠定文化

思想基础。将“自我超越，求强创新”的企业精神、“钢铁意志，精

诚合作”的团队精神、“德才兼备、选贤任能”的用人理念、“学无

止境，成就明天”的学习理念、“认真做事，真诚做人”的个人修养

等企业、职业文化要素融入学校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校企

文化一体化”内涵。 

五、助推企业发展 

通过校企合作关系的建立，学校与企业之间加强沟通，有效

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包括人力资源、科研资源、设备资源、项

目资源等，有效提高企业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促进

校企双方“双赢”。 

六、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问题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中需要高职院校和企业加强

合作，如果在合作过程中某一方合作积极性不高，就无法形成紧

密型的校企合作模式，尤其是高职院校与企业在人才交流方面也

缺乏完善的双向融通渠道，如何激发双方的内生动力值得研究。

另外，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等受资源的限制，难以充分融

入行业发展的先进理念，如何依托企业的优势改进人才培养模式



 

 

值得研究。 

（二）未来展望 

按照学院课程体系思路，根据职业岗位能力和职业生涯发展

对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融合学院以创新创业为特色的素质

教育模式，构建基于工作过程和职业能力的专业课程体系。根据

岗位群及职业能力，与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标准，合作开发特色教

材，进行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的多样化改革。 

坚持以教师全员轮训、集中实践培训为主要形式，建设高水

平专业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实施学校与企业管理人员双向锻炼，

提高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科研水平。推动专业教师与企业共

同开展技术研发，及时完善和更新相关理论知识。鼓励企业选派

有实践经验的工程人员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