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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无锡微研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目前是无锡模具行业协会会长单位，江

苏省模具工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重点骨干模具企业。 

公司主要业务为高端换热器行业和汽车零部件制造行业提供系统化的精密

制造和智能生产解决方案，核心产品为：以空调翅片模具、汽车座椅滑轨模具、

端子接插件模具、马达铁芯模具为代表的精密模具，精密工装夹具、量检具、汽

车零部件自动化生产检测装备，高精度汽车零部件金属冲压产品，以及其他定制

类精密零部件等，其中精密模具 50%出口致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公司建有江苏省微纳制造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载体，拥有各项专利逾 100 项，其中 40%为发明

专利。公司和清华大学一起研发精密微细孔电火花加工机床，打破了喷油嘴行业

的瓶颈。而今，无锡微研已经从单纯的模具供应商，发展成为以高端精密模具为

核心，集精密汽车零部件、特种加工装备为一体的系统供应商。 

二、参与办学 

（一）参与办学的形式 

1.共建产学研创平台，构建“产、学、研、创、赛、培”六位一体人才培养

机制。 

院与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产学研创”平台——

无模具研究院以及无锡精智模具研究院有限公司。双方共签了校企合作协议，在

专业、实训基地、师资培养、学生培养和技术合作研发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按照校企合作工作管理办法，设立了专业建设委员会、微研创新班工作管理机构，

校企双方职责明确，采用定期交流磋商，形成了互推互创的运行机制。 

按主体多元、共享共建的原则，行企校（学校、无锡微研、无锡模协）共建

“产学研创”平台——无模具研究院以及无锡精智模具研究院有限公司，并按照

省教育厅、机械行指委“2015-2018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任务要求建成了校内生

产性实训基地与双师培训基地。实施行校合作、校企合作、校院合作，强化专业

素质教学、加强教学改革研究、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培育创新创业项目、优化社

团竞赛队伍、拓展社会培训功能，带动辐射装备制造群其他专业协调发展。形成

“学研产创赛培”六位一体、专业互融、资源共享、产教深度融合培养创新人才

的人才培养机制（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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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二）生源分析 

培养的对象为机械类专科学生。理论知识相对薄弱，实践动手能力强。因此，

校企深度融合，构建校企协同育人环境，拓展创新创业职业教育途径，加强实践

教学、职业素质教育和工匠精神的培养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有效途径。 

（三）取得成效 

校企深度合作以来，我校先后牵头完成教育部“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目录、

专业标准修订工作；开发基于企业生产流程的冲压模具工程大赛赛项，成功应用

于 2015年 12月我校承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模具技能大赛，成果经验在全国职业院

校模具专业联席会议 2016 年年会中进行介、并应用于师资培训项目中；成功承

办 2016、2017、2019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模具赛项；参与 2017年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模具赛项的专家组工作，参与赛项设计与验证；参与中国模具工

业协会职业教育委员会主办的首届模具专业网络大赛执委会工作，赛项获得成

功；人才培养建设成果分别在无锡模具行业协会三十年庆典暨高峰论坛、全国职

业院校模具专业联席会议中进行经验介绍，引领全国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建设。

2019 年，我校与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行企校联动共建‘产学研

创’平台，培养高端制造领域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入选无锡市校企合作示范组

合名单。 

随着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学生的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与可

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认可。在 2017、2019 年教育部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模具赛项中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2016、2017、2019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模具赛项中连续两年获得一等奖第一名，2012-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模具技能大赛中共获得一等奖 7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 2项；

近三年在华东区大学生 CAD应用技能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11项、二等奖 2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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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23 项；学生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设计一、二、三等奖；科技社团

成果突出，获评江苏省大学生百佳社团一个、无锡市优秀社团一个。学生近五年

完成了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课题 9项、创业项目 1项。近三年本专业毕业生的就

业率始终保持 100%。光明日报等媒体发文报道我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学生技

能竞赛成果。 

三、资源投入 

（一）资金设备投入 

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投入设备和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工作。设立微研

奖学金，通过多种途径为综合素质高、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颁发奖学金 4 万元。

为支援我校的精密模具综合实训基地建设，捐赠高端精密模具“汽车点烟器级进

模”和“精密马达铁芯模”， 总价值达 100 余万元，丰富了实践教学资源。 

 

图 2 微研奖学金 

（二）教学资源建设 

校企合作，研究生产实践与教学的结合点，加强教学与生产实践的对接，将

生产案例转化为教学和教材项目。为学校的精密电加工实训、计算机 CAD/CAM

技术等课程提供教学案例，开发教学项目。引入快换夹具、基准球定位、复杂型

面高速加工等实用性先进技术，共同推进校本教材《高速加工项目化培训教程》、

《精密电火花加工项目化培训教程》、《计算机 CAD/CAM 技术应用》等教材的完

善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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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企业参与编写教材 

（三）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 

推进技能大师工作室及工作团队建设。依托学校和企业资源和平台，打造陈

亮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依托智能制造、精密检测、数字化管理平台以及先进

空调翅片模、马达铁芯模、自动冲压生产线等资源打造技术交流学习与创新平台。 

 

图 4 共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四、参与教学 

（一）专业建设 

1. 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 

双方高层互访，进行人才培养方案交流及毕业生走访交流。专业负责人针对

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等专业的人才培养开展调研工作。通过线上会议和线

下交流方式，开展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研讨工作。针对智能制造发展趋势、行业

人才需求进行了交流，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群课程体系设置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企业从制造相关的岗位设置、技能要求、人才上升通道出发，对人才培养的模式、

课程设置、专业教学改革、产学研合作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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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高层互访、毕业生交流           图 6 人才培养方案交流 

2.参与现代职教体系试点工作 

围绕中职与高职衔接、高职与本科衔接等现代职教体系试点项目开展合作。

根据中职、高职与本科教育各阶段的教育特点、知识体系与人才培养规格，探索

各阶段的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资源建设，并为试点班级提供现场实习和专

业指导，为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共同促进试点工作的推进。 

3.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研讨 

（1）2022 年 8 月 23 日，我学校党委书记孔捷在智能工程学院陈亮大师工

作室会见了来访的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磊明女士和全国劳动模范、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陈亮校友。 

孔捷书记对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对学校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他们作为学校产业教授，在智能工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

教科研项目申报、课程资源开发、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参与了很多工作，并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蔡磊明董事长对校企双方长期的精诚合作和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

高度认同和赞赏。 

双方就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研和社会服务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加强产

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方面达成许多新的共识，并希望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

开展全方位合作，培养出更多像陈亮校友一样优秀的、适应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

的创新型、实用型技术人才。 

（2）8 月 31 日，院长张瑜一行走访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看望慰问我校

杰出校友、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江苏省产业教授陈亮等毕业生代表。无锡模具行业协会会长、无锡市微研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省产业教授蔡磊明，副总经理邹新潮等公司领导出席交流活

动。 

蔡磊明董事长对学校一直以来为公司提供大量优秀的人才表示感谢，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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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司的发展现状以及校友、实习学生的工作情况。蔡磊明董事长表示，期待在

前期合作成果的基础上，能进一步与学校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借助企业在行业的

影响力积极寻找资源，共同开展校企协同育人工作。 

张瑜院长感谢蔡磊明董事长及公司多年来对学校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

公司培养了我校杰出校友陈亮大师。张瑜院长希望能借助陈亮大师工作室的平

台，双方开启全面战略合作，加深拓宽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复合型产业人

才培养、课程资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研项目申报、技术专利、校企文化共

融等方面合作共建，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举措，共同培养模具行业、企业所需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会上，陈亮、陈兆茂等校友交流了工作中的心得感悟，感恩学校和公司提供

的成长平台，表示将继续为学校和公司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前，张瑜院长一行在蔡磊明董事长的陪同下，参观调研公司智能制造车间

及各类高精密冷冲模具产品、设备。 

（二）学生培养 

1．共同开展教学指导工作 

以大师工作室为平台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指导“机械创新工作坊”等多个社

团的学习研讨与创新活动，指导大学生进行实践创新与课题申报，共指导申报省

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课题 2 项。参与“职业定位与发展之专家说”和“职业定位与

发展之校友说”等专题授课，从个人成长、职业生涯经历、产业发展情况、企业

用人需求等方面，与同学们做了分享。对于同学们未来要走上顶岗实习实践、择

业就业、人生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中肯的建议，受到学生的广泛

欢迎。在疫情封控期间，积极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参与我校的启

动线上教学，热心为我校学生开展在线授课，助力师生共渡抗疫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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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蔡磊明会长、陈亮大师做报告 

 
图 8 工匠精神进课堂——国家级技能大师陈亮校友与师生交流 

 

 
图 9 国家级技能大师陈亮校友指导学生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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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协办校园科技节与技能大赛活动 

协办智能工程学院 2021 年度“创意飞扬青春科技智享未来”校园科技节活

动。参与策划活动方案、技能竞赛项目，参与专家（企业家）报告会、指导专业

社团活动和指导智能制造体验活动等多个环节和项目。并为科技节活动赞助经

费，举办“微研杯”产品创意设计比赛。为营造良好的科技氛围、有效发挥学生

学习主动性、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图 10  协办 2021 年科技节与技能竞赛活动 

（三）师资队伍 

1.共建校企混编的师资团队 

通过聘请江苏省产业教授、无锡微研公司董事长蔡明磊和国家级技能大师陈

亮以及一批企业高级人才，与行业教学名师甘辉、徐善状副教授等学校骨干教师

团队，组建校企混编的师资团队。发挥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学校的教学培训优势，

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定期开展技术交流和培训，促进教学、培训与技术能力的

提升。 

 
图 11 省产业教授聘用仪式 

2. 联合举办说课比赛 

协办“微研杯”智能工程学院说课比赛，赞助赛项经费并参与策划比赛项目、



 

9 

方案。比赛参与人员覆盖整个智能工程学院专教师，涉及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

通过说课展示各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重难点，先进方法和手段的应用。经教研

室集中上说课、择优推选参加二级学院的复赛。经过激烈角逐，共有九位老师获

得一、二、三等奖。本次说课比赛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系列举措，充分显示了

智能工程学院老师们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进一步提升了教师的教学

能力。 

 
图 12  联合举办“微研杯”教师说课比赛 

五、助推企业发展 

（一）企业人才培养 

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发挥中国精密冲压模具龙头企业作用以及江苏省模

协副会长、无锡模协会长的影响力，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定期接收实习人员，利

用高端制造岗位，通过传帮带，传授技能，培养综合素质，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

为本地区的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开展科研工作 

依托企业平台，引进学校的高层次人才张馨洋博士共建博士后工作站。带领

企业技术人员和学校骨干教师队伍聚集新能源燃料动力电池、熔喷布模具、精密

零件加工等问题，开展先进制造、成型工艺研究，针对加工效率提升、零件回弹、

变薄、起皱等问题开展技术攻关，解决技术难题，提升企业工技术人员和学校教

师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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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员成功发表论文《喷丝板小孔电火花加工工艺研究》、《固定基准法快

速定位技术研究》，申请《一种机外电极毛坯最大实体测量机》等专利 3 篇，已

获授权 1 篇。 

 
图 13 共同开展科研协作 

六、服务地方 

（一） 参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研讨会 

围绕企业人才需求与人才的培养等核心问题。共同探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的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培养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于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培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和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 

  
图 14 共同主办“产学研创”融合发展高峰论坛 

（二）参与中小学生职业体验活动 

参与我校举办的“探索智能制造，传承匠心匠艺”2022 年中小学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活动期间，国家级技能大师陈亮以及微研公司办公室主任陈惠芳到校

指导活动，并与中小学生见面交谈，讲述大国制造和工艺精神，在中小学生中间

播种制造强国的种子，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4&CurRec=2&recid=&FileName=MJGY202202014&DbName=CJFDLAST2022&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4&CurRec=3&recid=&FileName=MJGY202109018&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4&CurRec=3&recid=&FileName=MJGY202109018&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13&CurRec=1&DBCode=SCPD&dbname=SCPD202204&filename=CN21772809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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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中小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图 16 中小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三）接待参观 

2022 年 6 月 14 日，中共如皋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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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一行 5 人来我校开展校地交流活动。学校党委书记席海涛、院长张瑜出席交流

会，会议由张瑜院长主持。 

席海涛书记对张勇副部长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历程

和办学特色，重点介绍了在专业集群建设基础上形成的无锡集成电路产业学院、

保时捷职业教育学院、苏信•精雕学院、苏信•海澜学院、联想 IT 学院、江苏信

息•海克斯康智慧质量工程研究院等一批校企合作典型案例。席海涛书记表示，

校地双方加强合作，保持密切交流沟通，既有助于高质量提升我校人才培养水平，

同时也能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人才支撑。 

如皋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张勇详细介绍了如皋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状况，着重介绍了如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软件等产

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以及优厚的创新创业和就业政策。张勇部长期待在企业定制

化人才培养、校校合作办学、毕业生就业等方面与我校加强交流合作。 

张瑜院长指出，主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技术支持，是学校义不

容辞的责任与使命，校地双方通过开展多元化、深层次的合作，通过项目合作、

平台共建等渠道，发挥我校科研和人才优势，帮助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

际问题，促进我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共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会上，校地双方围绕设立人才工作站、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开设企业冠名班、

毕业生就业与创业等内容展开了交流研讨。 

会后，张勇副部长一行参观了校内微电子学院、智工学院、汽车学院、商学

院的实训基地建设，参观了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中科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

司等校外紧密型合作企业。 

七、保障体系 

校企双方通过建立组织机构和进行人员配备，明确合作的内容与模式，制定

相应制度和保障措施，确保运行正常，确保教学实践活动的高效稳定运行。 

（一）组织保障 

建立了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明确了校企双方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权限，确保

项目良好稳定地运行。在人员配备上，企业和学校都有高层领导直接参与，保证

项目在启动和整个运行过程中都能得到双方单位高层的大力支持，为项目运行保

驾护航。企业派驻技术和管理团队，在团队中既有管理人员，又有工作在一线的

工程技术人员和专业骨干教师，确保项目在规划过程中的科学性和操作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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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 

（二）制度保障 

建立了校企互动机制、教学运行和质量监控管理制度，确保按培养方案实施

教学。在校内确定专门的场所用于项目组的办公和工作场所，建立了校企互动机

制。在项目运行期间，开展了企业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学院来听课、企业管理

人员给学生进行企业文化的宣讲、学生进入企业参观，感受企业的文化。建立了

校企双方共同考核机制，确保了人才培养更好地符合企业的需求。 

（三）经费保障 

学校建立了经费运作的监控机制。校企双方在实训室建设中分别进行资金、

设备、人员投入，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为社团科技服务提供技术支持

及一定的经费支持。 

八、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问题 

社会和家长学生的就业观念有待转变，在企业某些岗位工作上，学生实习稳

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未来展望 

1.深入推进科研服务工作 

聚焦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升级问题，加强合作，发挥先进装备、先

进的管理和高端科研人才优势，开展相关研究，服务区域行业。 

2．加强教学资源建设 

加强教学与生产岗位的对接，深入研究实践案例的技术特点和技能要求和实

施条件，挖掘典型教学案例，丰富教学资源，促进教学与生产实践的紧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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