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企业概况 

上海曼恒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和市科委重点支持

的挂牌软件企业，是国内虚拟现实领军企业，在文化创意产业技术创

新处于全国领先、业界标杆的地位，也是国内最专业、最具影响力的

三维图形技术研发机构和供应商之一。曼恒先后获得科技部创新基金

以及上海市科学与艺术创新奖、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2021 年入

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除上海总部外，还在北京，成都设

立了分支机构。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自上海曼恒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与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

企合作以来，深度推进以行业、企业为依托的校企合作、双主体联合

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联合开展产教融合，在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

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等各方面均有紧密合作。 

2022 年，校企双方合作进一步深入，学校围绕文化创意产业支撑

技术拥有 VR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虚拟现实专业群。目前协同中心已

经具备技术研发与创新、虚拟仿真技术研发、科学与艺术跨界作品研

发能力。中心引领创造“数字艺术+创新科技”赋能产业升级，聚焦

新时代数字化艺术产品的创新与创造，通过科学与艺术跨界作品研发

与建设优秀创作团队，共同推动行业创新发展。 

校企两方长期协同合作，形成了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及行业服务

的产教融合体系。一方面，依托学校优势特色专业，坚持“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与国内多家 VR 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成立了虚拟现



实产业学院、“VR/AR 工作室”、虚拟现实协同创新中心和大师工

作室等，针对 VR 技术领域展开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VR 专业群

骨干教师从 2006 年以来就致力于虚拟现实产品的研发工作，先后开

发出了机场塔台模拟训练系统、电站虚拟仿真系统、全感 VR、AR 导

航等应用，在行业中具有优秀的口碑及信誉。 

校企合作双方教师组成 VR 应用学院校企混编师资团队，在专业

建设、实验室建设、实践课程教学、技能大赛训练、学生就业、科研

培训业务等各方面都展开了紧密的合作，切实实现学校、企业和学生

三方真正受益。 

三、校企合作特色与成效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曼恒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校企的合

作，促使了南信院数码艺术学院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影视

动画、数字媒体艺术等专业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都取得较大的进步，

校企双方也取得了以下成果： 

1、共建 VR 应用产业学院 

（1）学校提供文化创意产业研发团队和技术创新平台。VR 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为我校双高建设首批以科研与技术服务为主、集科技服

务和人才培养功能为一体的新技术研发中心。VR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针对 VR/AR/MR 等技术展开深入的研究。中心通过与 5G技术结合，

研发异地大空间多人协同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能够将

VR 技术与 5G 通信充分结合，创造全新的虚拟现实交互领域创新实

践。 



（2）企业提供文化创意产业研发资金和市场应用。在原有合作基

础上，企业捐赠 261.94万元软件用于学校教学和科研，在协同创新

建设、虚拟现实平台建设、数字媒体专业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项研发投

入。上海曼恒提供的业界市场需求的行业案例、教学资源等为学校教

师和学生提供了更为贴近行业的学习机会，让老师的教学能力与研发

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让学生的实践技能得到更专业的打磨。 

 

2、共建紧密型实践基地 

2021 年底校企双方签署共建紧密型实践基地框架协议，本着“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校企双方建立长

期、紧密的合作关系。2022 年 6 月联合申报江苏省职业教育示范性虚

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5G应用场景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开发虚

拟仿真标准体系，依托自身虚拟仿真资源开发优势，推动虚拟仿真资

源开发中实现技术平台统一、数据格式统一、接口标准统一，联合制



定虚拟仿真资源开发的标准体系。 

 

依托公司虚拟现实技术优势，遴选信息技术开发应用能力强的技

术人员参与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组建能准确把握产业发展、技术

发展方向和专业建设方向的技术团队，对接学历教育需求、企业培训

需求、技能鉴定需求，校企联合开发虚拟仿真资源。1名工程师加入

混编师资团队，负责仿真资源开发标准和平台开发。校企共建虚拟现

实行业应用研发中心、虚拟现实技术培训中心，通过虚拟现实培训、

协同应用研究、技能比赛等方式，共同进行市场推广。 

3、校企共同育人 

完善了虚拟现实（VR）产学研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包括虚拟

现实（VR）技术培训中心、虚拟现实（VR）行业应用研发中心、数

字媒体协同创新中心等，并以此为基础，校企合作参与了 2022 年江

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赛项，学



校张玉芹、王晖老师指导，三位参赛选手组成的参赛队获得了本次比

赛的一等奖第一名。并在随后的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虚拟

现实（VR）设计与制作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第二名。 

 

 



主持、参与教育部职业学校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专业实训条件建设

标准等 3 项；主持国家级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参建国家级影视动画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共建设国家资源库课程 6

门，省级在线开放课程 2 门；专业群教师和学生在国际、国家级和

省级相关大赛中屡次获奖。 

   



 

项目开发和学生竞赛成绩突出，随着本专业建设的深入和服务质

量的提升，专业建设成果也逐渐得到社会的肯定。近年来，除教育部

技能大赛以外，南信院学生参加数字媒体、虚拟现实（VR）等相关各

类竞赛，在国际，国家级和省级相关大赛中多次获奖。 

在第十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NCDA）全国总决赛和省

级大赛中，获得国家级 7 项、省级奖项 15 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省级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

奖 5 项。近年来。相关专业教师多次受邀作为专家、裁判、评委参与

行业比赛，多人受聘为江苏省虚拟现实中职组、高职组专家团队。 



 

4、联合开展科研创新 

依托现建有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院校重点专业群“数字创意专

业群”、省工业互联网技术研发推广平台“工业互联网虚拟仿真技术

研发与服务平台”项目，申报纵向科研项目 20 项（其中省部级 5 项，

市厅级 9 项，校级 6 项），省部级立项 4 项、在研 1 项，市厅级立项

3 项、在研 4 项，校级立项 3 项；专利申请 52 项，知识产权申请 17

项。 



 



 

 

校企双方合作开展围绕虚拟现实（VR）行业应用的研发和生产，

本专业师生为主组成的教科研团队高水平完成横向项目服务 16 项，

合同金额 100.664 万元，到账经费 78.264 万元，新签 10 万以上项目 5

项，服务企业数 56 家，服务对象包括地方政府、重点央企业和中小

微企业等，服务企业项目数 60 项，服务企业带动产生经济效益 5532

万元。 



 

5、完成师资培训和学生训练 

以虚拟现实（VR）产学研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基地为基础，积极开

展虚拟现实（VR）相关师资培训和学生训练。2022 年校企合作完成

了"l+X"虚拟现实应用设计与制作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及对应的师资

培训，扩大了专业影响，提高了学生能力。2022 年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专业 “1+X”（中级）试点专业，考证通过率 90%以上。承办社会培

训两期，面向职业院校专业教师、企业技术员工等开展培训服务，培

训人数共计 574 人次。  

 

 



四、校企合作展望 

拟与上海曼恒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共同建设专精特新产业学

院，以“一个研究院、三个中心、一个平台”为核心的“1+3+1”专

精特新产教融合创新发展载体。  

1.“一个研究院”：建设专精特新产教融合研究院 

围绕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基于实地对合所在地区重点产业

链的调研，依托上海曼恒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开展，结合数码

艺术学院专业特色，在深化数字创意专业群“跨界融合、学做一体、

展教结合”的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建设专精特新产教融合研究院，培

育面向高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支撑技术的高端研究能力。 

引进行业知名企业专家担任平台技术委员会成员，培养校内专业

群带头人。校企共同构建科研合作机制，持续提升中心教科研团队科

研能力。通过中心建设实践、技术研发、 培训、科技服务等途径，

提升技术服务团队综合能力。成立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职业精神传

承、技术攻关等途径，培养教师工匠精神，提升团队成员解决企业技

术难题的能力。培养产业教授、技术能手、能工巧匠，优化技术服务

团队结构。 

2.“三个中心”之一：建设专精特新产教融合教育教学与资源中

心 

依托 VR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数码艺术专业群，发挥科技与艺术

融合优势，进行专业领域的 VR 教学资源、课程实训产品开发，打造

符合职业教育国家虚拟仿真实训课程标准的VR教学实训项目和精品



资源，支撑文化创意产业相关专业职业能力培养。 

3.“三个中心”之二：建设专精特新产教融合实践与实训中心 

实践与实训中心可支撑文化创意产业支撑技术、虚拟现实等专业

群内各专业学生的核心技能训练，依据群内各专业对核心技能不同程

度的需求，选取任务模块进行组合，形成支撑专业核心技能的项目，

将科研团队科研成果转化教学案例，以仿真训练+实战演练实现，采

用项目牵引式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应用场景中通过团队协作完成学习

任务，学生依靠自己独有的知识和能力协同工作，在教与学过程中促

进相互间知识体系交换融合，最终完成学生借助实践与实训中心提升

文化创意产业服务能力。校企协同开发实战项目，面向文化创意产业

中小微企业开展职业能力提升培训及社会培训。 

4.“三个中心”之三：建设专精特新产教融合创新合作中心 

围绕互联网文化创意应用领域所亟需的沉浸式技术及相关技术

服务，聚焦研发设计、方案评估、场景模拟和人力资源培养，整合现

有资源，对接云端开发和虚拟现实等技术深度融合，遵循系统化理念，

构建系统导向、功能复用、虚实结合、内外联动的 VR 技术产教融合

创新合作中心。校企共建 VR/AR 行业应用研发中心、VR/AR 双创中

心、VR/AR 技术培训中心、VR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交互媒体开发实

验室、VR 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技术研发和服务设施。支撑基于互联网

文化创意应用技术服务，开发相关文化创意应用项目和虚拟仿真资源。

实现基于云 XR、5G 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面向设计仿真人员、生

产管理人员和职业培训人员，实现远程平台共用，推进高效共享机制



建设，开展行业公共实训和远程沉浸式行业培训。 

5.“一个平台”：建设专精特新产教融合智慧云平台 

以产业人才数据、就业智能撮合、实习智能撮合、智慧教学培训、

数字媒体分享及双师互聘等功能为主攻方向，通过引进企业产业人才

需求和学校学生就业供给的两端流量，帮助企业精准用人，帮助学校

精准培养企业应用型人才，帮助学生高质量就业，实现人流、信息流

所带来的运营收益，着力打造线上学习、线下实习、人岗智能匹配的

三个场景，形成师资融合、课程融合、教学环节融合、教学评价体系

融合，构建“产、教、训”融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生态，推进生态链

培育和产业链建设。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与部署，通

过平台建设助力高校高水平、高质量创新创业，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助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