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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

1.行业地位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数控”，股票代码：

300161）创立于1994年，所属装备制造行业，2011年1月成功在创业板上市，

成为国内数控系统行业首家上市公司，现有注册资本1.9869亿元，是从事数

控系统及其装备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企业。

华中数控与华中科技大学及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学研”

紧密合作，具有雄厚的科技开发实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华中数控建立了

一支数控技术研究、开发、管理人才队伍，其中大部分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100多人具有硕士或博士学历，被科技部首批“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成果产业

化基地”，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命名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华中数控是首批国家级“创新企业”、全国机械工业先进集体、中国机

床工具协会副理事长、数控系统分会理事长单位、全国机床数控系统标委会

秘书长单位、高档数控系统及其应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理事长

单位。与华中科技大学共建“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电

机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2017年，华中数控“高性能数控系统关

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华中数控致力于高性能数控系统、机器人、智能制造控制技术与研发，

在全国拥有深圳、佛山、苏州、重庆、泉州、宁波、武汉等10大生产基地，

产业基地建筑工程投资规模近亿元，建筑面积11600平方米，拥有高性能数控

系统产业化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先进的研发中心和质检中心，形成了年产

20000台套高性能数控系统的生产能力，高性能数控系统已累计销售7万多套，

伺服电机一百多万台，满足用户从低端到高端的需求，广泛应用于机械、汽

车、船舶、3C、航空航天等制造领域，为打破国外封锁、提高制造企业的数

控化水平、产品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做出了贡献。

华中数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控装置，形成了高、中、低三个档次的

系列产品，为全国1000多所职业院校建设了数控培训中心，完成了数十所学

校国家示范性数控实训基地建设任务，为各类学校配备数控机床及教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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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多台套，培训数控教师数万名。

华中数控从1996年开始研制工业机器人，并少量应用于工业和教育领域。

2013年起，华中数控加大工业机器人、自动化集成系统开发，生产的桁架机

器手、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产品成功应用于家用电器制造、塑料零件加工、

汽车零件加工等企业。创造出国产机器人与国外机器人同台竞技，实现国产

机器人对进口机器人的替代。

华中数控应用高性能数控系统、工业机器人、智能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综

合实力，与自主创新智能制造企业一起组成联合团队，在广东东莞、江苏苏

州、福建泉州、广东佛山、湖北武汉等地建设智能工厂和生产线，其中多个

项目被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华中数控将“中国制造2025”指导方针作为企业发展的行动纲领，按照

“一核三体”的发展战略，实现公司做大做强的发展目标。在工业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向上，华中数控不断修炼内功，积极扩大人才储备建设

与核心技术升级，其自主开发的云数控、大数据、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已广泛

应用到航空航天、3C 加工、汽车制造、教育教学等领域。2017年，国家首批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程的成功验收，奠定了华中数控在智能制造整套解决方

案一线品牌的行业龙头地位。

华中数控致力于数控、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人才的培养，努力推进职

业教育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师资培养、实训实验等相关进程，深化产教融

合，促进教学改革，加强技术引导，完善配套资源，成为我国在数控及智能

制造领域教育建设人才培养体系较为完善的数控系统企业。

2.具备的资质和条件

（1）国家级资质

①国家级创新型企业

②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

③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④全国职业教育师资专业技能培训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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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⑥首批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⑦“1+X”证书制度试点第三批及第四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

⑧机械工业职业能力评价分中心

（2）省级资质

①湖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②湖北省就业见习基地

③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机构

④湖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⑤湖北省产教融合型企业

（3）市级资质

①武汉市民营制造企业50强

②武汉市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3.经营状况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由华中科技大学孵化、发

展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科技企业，主要从事数控系统、工业机器人、智能

制造、红外热像仪、新能源汽车电动化技术的研发、生产，是国产高档数控

系统行业的龙头企业和首家上市公司。目前，公司已具备年产高性能数控系

统2万套、工业机器人1万台、伺服电机30万台的产业化能力。2021年营业收

入超过16亿元。

近年公司承担了“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简称04专项）课题12项，参加课题110项，打破了国外对我国高档数控领域的

封锁与限制。公司数控系统已在中航工业、中国航发、航天科技、航天科工、

中国兵器、中船重工、中核工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军工集团重点企业

实现批量应用，主要为国防工业航天飞机歼20，直20及核导弹等实现高档关

键装备自主可控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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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在我国中档数控系统市场中，

华中数控占据30%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在国内高档数控系统市场中，华中

数控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

华中数控聚焦工业机器人关键核心技术，机器人五大核心零部件除减速

机外全部自主研发,累计获得了自主知识产权近300个，拥有6大系列40余种规

格的机器人整机产品，具有年产5000台工业机器人的生产能力。华数机器人

在消费类电子制造领域、厨具行业实现了进口替代，在富士康等龙头企业得

到了规模应用。公司入选国家工信部首批“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和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录。

4.产教融合工作基础

2002年起，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教育部“关于数控人才需求

与数控教育改革”项目，组织了对全国152家制造企业和100所职业教育学校

进行调查，起草了“中国数控人才市场需求与教育现状的调研报告，成为教

育部启动“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的背景报告，

起草了“二年制高职高专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建议方案”，成为教育部的推

荐方案。参加了教育部“国家示范性数控技术实训基地建设的可行性报告”

起草和论证工作，为财政部、教育部制订实施实训基地建设方案提出了很好

的建议。

华中数控结合“中国制造2025”时代的人才需求，2014年到2017年间，

华中数控多次组织专家进行企业调研，走访了大量的一线企业，获得了详实

的一手资料。例如，专家走访了东莞劲胜、深圳创世纪、深圳嘉熠自动化，

调研了智能制造产业链人才需求；在武汉市工业4.0与智能制造专题研修班，

专家与参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了解了传统企业智能升级需求。

2016年华中数控成为教育部确定的职业院校智能制造领域战略合作单位。

在前期与职业院校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产业优势，与许多自主创新企业

和职业院校开展了多种形式、富有成效的人才培养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好评。

华中数控通过进行数控技能型人才需求情况调查和提出解决建议；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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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学院建立各种规模的数控技术实训基地；编写满足职业教育改革需

要的教材及培养“双师型”职教师资，承办各类数控及智能制造大赛，全方

位支持数控专业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

华中数控依靠在数控系统及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核心优势，开展了高端数

控、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等相关大赛，与相关院校开展关于共建机器人、

智能制造实训基地等广泛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培养，推广公司教育教学方

案及产品；在国内，华中数控建设了数千个数控、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实

训基地，与西安交通大学、武昌工学院、哈尔滨剑桥学院等院校合作，每年

培养数万名智能制造及数控专业技能人才。在国外，华中数控在哥伦比亚、

肯尼亚等国家建设了数十个数控实训基地，为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端数控

和智能制造人才。

华中数控牵头编写工业机器人、五轴、智能制造等系列教材，目前已经

研发并出版了工业机器人中职四本，高职九本，五轴教材三本，智能制造系

列教材若干，建立起相应的课程体系；华中数控为课程开发了相对应的教学

资源库，在线课程，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包括微课、演示视频、动画等；华

中数控主编工业机器人产业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是首批批准设立的“机械行

业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

华中数控是国家级师资培训基地，在武汉、重庆、佛山、深圳、泉州等

地拥有数十个培训基地，可为全国各地的职业院校提供数控技术、工业机器

人及智能制造等相关培训，2002年-2017年，为全国相关职业院校及企业累计

举办培训班1366期、培训人员51630人。

华中数控参与建设的职教集团、实训基地均立足于培养人才、服务区域

产业，推动区域智能制造产业升级和人才发展。目前华中数控在武汉、重庆、

东莞、河北等地建立的实训基地将为华中，西南、华南、华北等区域提供智

能制造人才，服务区域产业升级；华中数控联合合作院校共同承办职业技能

大赛，培养“双师型”职教师资，利用“以赛促教”的形式推动了整体教学

水平的提高。

二、企业积极参与学校办学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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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数控采用“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校企合作，校企双方

联合做专业调研、确立专业定位、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考核认证等相关工作，

积极参与学校示范校和双高校建设，力争成为学校校企合作样板。

1、师资培训

按照“1+X”证书制度试点的相关要求，高质量开展数控车铣加工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试点工作，提升试点院校教师实施教学、培训和评价能力，扎

实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进程。共举办两期数控车铣培训师与考核

师培训，培训人次50余人，力争将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建设成为

“1+X”证书制度建设的样板院校。

图1 1+X数控车铣培训师与考核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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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X数控车铣培训师与考核师培训

图3 1+X数控车铣培训师与考核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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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X数控车铣培训师与考核师培训

2、“1+X”数控车铣加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共有150余人参加了本次考试，本次考试对

深入推进学校数车铣技术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与改革，加强“双师型”教学

创新团队建设，加快推进课证融通、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具有积极意义，

也为数控车铣加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证考核在全国推广提供了经验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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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X数控车铣培训师与考核师考核

图6 1+X数控车铣培训师与考核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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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华中数控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所需，产学研结合，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

在前期与职业院校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产业优势，与许多自主创新企业

和职业院校开展了多种形式、富有成效的协同育人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一）校企合作工作成效

华中数控已在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共建智能制造实训基地、技术服

务中心等20个，共同培养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人才近万人，同时推动华中、

华北、华南、西南等区域智能制造产业发展。部分典型合作职业院校如下：

表1 2018-2022校企合作成效表

时间 学校 合作内容

202107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车铣1+X管理中心；合作推进“1+X”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201812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生产线实训基地、华中数控福建技术服务中心

201801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建设智能制造实训基地；校企共建“产学合作协同育人中心”；工学交

替跟岗实习

201806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共建智能制造学院与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201809 邢台技师学院 教学实习；顶岗实习；订单培养；师资共享；基地共建

201812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共建泉州市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订单培养；师资共享；

201812 泉州师范学院
共建泉州市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教师实践工作站；专业建设及课程

开发

201901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华中数控智能制造学院”；校企共培班；“华中数控技术培训中心；

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建设

202007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装备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1+X证书试点实施；师资培训与创新

创业；专业建设与教学资源研发

202009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师资培训与创新创业；现代学徒制培

养试点；专业建设与教学资源研发；共同成立华中数控智能制造服务（

西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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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华中数控福建技术服务中心授牌

1、师资培训

华中数控通过向职业院校提供数控系统、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教材及

师资培训方面等全方位的服务，大力支持了机械制造专业技能型人才和高技

能人才的培养培训。先后参与了“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示范性

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计划”、“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高水平

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建设计划”等一系列项目的实施工作，为我国职业

教育实训基地的建设、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双师

型”师资队伍建设贡献了绵薄之力，也积累了许多校企合作共同推进职业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

2002年华中数控成立了培训部，对职业院校专业教师及企业技术人员进

行培训，在培训部成立16年的时间内举办各种类型培训班1366期，共培训学

员51630名，为国内装备制造业培养了大量高技能技术人才，为职业院校培养

了大量高素质、高技能双师型专业骨干教师。

华中数控于2007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承担国家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省级职业学校骨干教师培训、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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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7年为例，共举办各类培训班68期，先后组织实施了“广西省数控

专业骨干师资培训班”、“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培训班”、“吉林省校长培

训班”、“湖北省经信委工业4.0与智能制造培训班”、“机械行业赛工业机

器人职业技能竞赛”、“人社部智能制造竞赛班”“行业赛智能制造竞赛班”

等各类师资培训班，培训师资3260人。

图8 2022年国家级装备制造师资培训

2、开发教学资源

华中数控牵头编写数控、智能制造与机器人等系列教材，目前已经研发

并出版了19本教材，开发基于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了机械专业、

电气自动化专业开办工业机器人专业的核心课程体系标准，建立起适应制造

类专业的数控编程与维护维修、五轴加工技术、高速高精加工技术、工业机

器人、工业大数据、智能制造等课程，为相应课程开发了教学资源库、在线

课程及虚拟仿真实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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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数字化实训中心

图10 企业开放教材

3、联合研发

多年来，华中数控与华中科技大学、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福州职业技术

学院、广西科技大学等相关院校课题研究及项目开发并沉淀共享知识产权15

项，其中智能化技术产权发明专利7项，自动化装置实用新型证书3项，离线

软件著作权5项。在课程教材或教学辅助产品中，华中数控智能制造生产线、

工业机器人、多轴数控系统、智能工厂集成控制系统等获得国家知识产权23

项。

4、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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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016年，华中数控参与制定《机床数控系统 NCUC-Bus现场总线

协议规范》，《机床数控系统 可靠性设计》，《机床数控系统 可靠性测试

与评定》，《高档与普及型机床数控系统》、《中等职业学校焊接技术应用

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职业院校专业仪器设备装备标准数控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智能控制技术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高等职业学

校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实训教学条件标准》8项国家标准、主编《工业机器

人操作调整工》、《工业机器人装调维修工》2项国家标准。

（二）校企合作具体措施

1、合作专业与课程建设

由专家教授、教师和企业工程师组成，共同指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课程建设和实践基地建设。合作制定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数控技术、模具设

计与制造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合作开发新技术新工艺课程，围绕智能制造

专业群开设3-4门新技术新工艺课程：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示教与编

程、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或多轴与高速高精加工技术等。发智能制造相关

实训课：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装调，智能制造技术，机器视觉与自

动化，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等。合作运用真实项目、真实案例实践教学覆盖

面超过40%。

2、实践教学与科研平台建设

提供师资培训、教学实验、生产实践、技能培训与鉴定、技能竞赛等实

践教学服务。积极搭建科研平台，共同申报科研项目，提升学校科研实力；

参与、承担企业科研项目，开发设备，获得专利；合建孵化器，支持学生创

新创业等。共同举办各类技能比赛、院校、社会类培训，针对省内其他院校

的师资培训和针对产业的工人培训等，扩大学校影响力。

3、学科与科研团队建设

由学校与企业双方派出的专业教师与工程技术人员、对外聘请的行业企

业专家和专业建设专家组成校企混编师资团队，实行校企双聘用人制度。行

业企业专家免费为学生开展讲座，学校可免费参与华数举办的相关专业技术

的研讨会。

共同完成实验、实训和毕业设计指导，共同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共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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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材开发、课程资源开发，争取每个专业出版1-2本校本教材；共同组成项

目研发小组，加强纵向项目申报与研究水平，加强横向项目开发实践能力，

拓展学生双创指导。

四、企业投入资源

华中数控在福州职业技术学院驻点，准备投入教学企业讲师三名，主要

负责校内课程承担、教学研发、课程资源开发等工作内容；投入基地校企合

作专员一名， 主要负责校企合作项目对接、协调、事务梳理分解；投入企业

职业素养导师两名，主要负责学生准职业人培养、学生活动开展组织、技术

指导培训等内容，就业指导老师一名，负责学生就业资源池拓展、企业推荐

服务等内容。

表2 企业资源投入人员表

序号 岗位 人员

1 企业讲师 黄玮文、王东毅、林湧池

2 校企合作专员 李沅啸

3 工作室导师 黄龙贤

4 企业职业素养导师 郑冰、唐丽娟

5 就业指导老师 王秋雪

五、助推企业发展

1、专业与课程建设助推企业发展

由专家教授、教师和企业工程师组成，共同指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课程建设和实践基地建设。合作制定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数控技术、模具设

计与制造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合作开发新技术新工艺课程，围绕智能制造

专业群开设3-4门新技术新工艺课程：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示教与编

程、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或多轴与高速高精加工技术等。发智能制造相关

实训课：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装调，智能制造技术，机器视觉与自

动化，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等。合作运用真实项目、真实案例实践教学覆盖

面超过40%。

2、实践教学与科研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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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师资培训、教学实验、生产实践、技能培训与鉴定、技能竞赛等实

践教学服务。积极搭建科研平台，共同申报科研项目，提升学校科研实力；

参与、承担企业科研项目，开发设备，获得专利；合建孵化器，支持学生创

新创业等。共同举办各类技能比赛、院校、社会类培训，针对省内其他院校

的师资培训和针对产业的工人培训等，扩大企业影响力。

3、技术服务

学校选派优秀教师和业务骨干承担或参与企业创新科研项目开发、技术

改造、技术援助和学术研讨。学校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向企业转让。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科研的前提下，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

供人力资源方面的支持。学校为企业提供企业规划、发展和科技信息等方面

的咨询和服务。

5、企业员工素质提升

企业在学校挂牌设立技术服务中心，利用学校的软、硬件教学资源，与

企业共建员工培训中心，为企业提供包括员工职业培训、技能考证等在内的

人才培训服务。

6、发挥办学主体作用，助力企业创新

为企业培养创新型人才，把高素质技术技能转化为产品和服务，摆脱关

键核心技术上“卡脖子”困境，为企业输送具有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和创新

意识的人才，培养学生对企业的文化认同，向企业推荐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

生。

六、问题与展望

（一）问题

1、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深度的校企合作项目受到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保障与支持力度不够。

近些年，虽然国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扶持政策，但是往往对实际工作的指导

力度不够，支持力度不足，导致校企合作流于表面，过于形式化。

2、合作深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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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采取的校企合作方式多种多样，但是运用较为广泛的还是实习等合

作模式。除了定岗实习以外，企业为教师提供实践机会，教师下企业实习锻炼

也成为了主要的合作选择。然而校企认识管理的体制差异很大，无法做到人才

的双向流动。总而言之，目前我国的校企合作在员工培训、教师引进等方面仍

然受限，合作仅仅处于浅层次合作。

（二）展望

1、承担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任务

承担实施1+X证书（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任务，华中

数控将持续深入推进数控车铣加工、多轴数控加工、智能制造单元运行与维

护、智能制造单元集成与应用和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试

点，开展说明会宣讲、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考核等工作。

2、与学校开展有实质内容、具体项目的校企合作，通过订单班、产业学院、

实训基地等形式共建学科专业

为培养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满足高等教育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

展，扎实推进新工科建设再深化、再拓展、再突破、再出发，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能力，在平等自愿、充分酝酿的基础上，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建立全

面、长期、稳定、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围绕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共同

促进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共同打造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共同打造技术技

能平台、共同推进1+X项目建设、共同承担社会培训、鉴定工作、共同打造国

际交流平台、共同挖掘人才输出渠道开展有实质内容的校企合作。

3、推进技术研发成果共创

共建共享知识产权。深化产学研用合作，推动建立校企合作协同创新机

制。与学校设立如产业创新中心、产业技术实验室、检验检测中心、中试工

程化基地、新型研发等机构，参与教学改革项目，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技术

创新，开展自主知识产权的申报，力争在3年内取得1-2项与院校共享的知识

产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提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促进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取得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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