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企业概况 

海澜之家集团，主要从事品牌管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

管理的大型消费品牌运营平台公司，是无锡市纺织服装产业中的

领军企业。海澜集团创建于 1988 年，总部位于江苏省江阴市新

桥镇，是一家以服装为龙头产业，以精毛纺面料为基础产业的专

业化大型企业集团 ，是全国文明单位。在 2020 中国企业 500

强中名列 174 位、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名列 41 位。2020 年集

团完成营业总收入超 1000 亿元，继续名列无锡地区企业纳税榜

首。目前海澜集团已构建自身品牌矩阵，不仅将海澜之家、圣凯

诺打造成男装和职业装的领导品牌，并先后孵化黑鲸、OVV、海

澜优选等品牌，并购英氏婴童、男生女生等优质品牌，完全覆盖

男装、女装、童装、职业装、生活家居等细分领域，完成集团化

的多品牌布局。董事长周立宸说：“服饰设计原则是适人体、优

人态，合人需、达人意”，为了更好地服务每个人的光彩，海澜

以此四大设计原则为指引，为国民打造海澜独有的人性化服饰体

验。因此，海澜之家集团尤其注重企业人才梯队建设，注重与地

区院校强化专业与人才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其 2022 年对服装专

业人才的招聘需求为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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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 年海澜之家集团对服装专业人才的招聘需求 

专业类别 岗位 招聘人数 

服饰设计开发类 服装设计师（含设计助理） 20人 

服装工程类 

服装工艺师、制板师 20人 

服装 QC、跟单员 50人 

智能工厂建模员 200人 

服装生产制作类 500人 

服装管理运营类 

视觉陈列展示 30人 

店铺实体营销 30人 

线上视觉零售 30人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海澜之家董事长周立宸在 20 周年战略发布会上，郑重宣布

里程碑意义的价值主张：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服务每个人的光彩。

因此校企双方对接时尚服饰产业需求，落实“一体两翼”协同育

人培养模式，成为“创意设计+智能制造”的服饰复合型人才培

养标杆基地；依托教育部数码印花产教融合平台和协同创新中心，

打造江南服饰产业学院，成为现代高职服装专业校企合作的典范；

传承地方“染绣”文化，强化“艺技融合”专业特色，成为民族

文化传承融入高职人才培养的新范式。 

海澜集团与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等 10 余家企业单位共建

江南服饰产业学院，建成江南服饰文化特色彰显、人才培养合作

紧密，国内知名、省内一流的高水平人才就业实习基地。这是海

澜之家集团为推进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有效对接，

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实现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 



三、企业资源投入 

本着“面向未来、真诚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

明确校企双方权责，建立“资源共享，协议约定，互利共赢”的

运行管理机制，实现产学合作纵深发展、人才互聘互用、实践教

学与科研平台共享、校企合作广结硕果的良好局面。 

人才共享：双方选派工作人员到对方及下属单位挂职锻炼或

定期跟班学习，提升理论知识和相关业务能力及技术水平。共建

“海澜服饰工程协同创新中心”，组建科研团队，定期到校进行

现场教学和专题研讨。 

专项合作：2022年 11 月，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海澜

之家集团等企业，共同承办“海澜之家”杯第二届全国服装商品

展示技术技能大赛，并捐赠 5 万元，用于大赛师生奖励及相关项

目开支。 

人才培养基地：2022 年 12 月，校企双方申请教育部“第二

期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项目合

作期限为 2 年。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1、专业建设：“共栖同体”校企协同育人 

对接时尚产业中文化传承、创意设计、智能制造等岗位需求，

推行校行企参与的“共栖同体”育人机制。海澜之家集团积极参

与学校的江苏省高水平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群建设，双方共同研

究动态调整专业结构、柔性设置专业方向，实现专业群建设与行



业产业的对接、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的对接。 

2022 年 6 月 1 日，学校党委书记魏萍、教务处主任陈珊、

时尚学院教师等赴海澜集团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活动，

与海澜人力资源部总监吉敏生等企业领导深入互动交流。 

  

图 1 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活动 图 2 2022 年专业群建设推进会 

2022 年 6 月 17 日，时尚学院召开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群建

设研讨会，海澜集团派出 3 位企业中层骨干参加，介绍了“海澜

班”校企联合招生、共同育人的做法，并对如何落实学生的实习

实训提出了建议。 

2、队伍建设：“共生互融”师资团队建设 

将江南服饰产业学院与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融合，引入海澜

集团资源，发挥“专业教授+技能大师”的引领作用，实现专业

带头人传承创新、骨干教师课程开发、青年教师专业技能分类提

升。通过青年教师下厂实践、横向服务，校企导师合作授课、共

建教材，“名师+大师”工作室拜师学艺、成果转化等途径，实

现从教师到名师、师傅到名匠、课程教学到品牌研发、企业实践

到创业孵化，为专业课程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师资保障。 



原海澜之家集团品牌设计总监杨晶莹，2020 年 12 月作为企

业专家引进成为无锡工艺时尚学院的一名专任教师。2001 年 9

月-2020 年 12 月杨晶莹在海澜之家集团工作近 20 年，期间分别

担任海澜之家集团首席设计师和设计总监职务。 

  

图 3 校企师资团队交流 

3、课程教学：“名师引领”课堂教学改革 

秉承学院“陶文化”特色，引入海澜集团企业文化因子，校

企名师联动，以打造“高效课堂”为前提，依托名师（名匠）工

作室，共同举办“企业文化大讲堂”，对学生进行前置性的企业

文化熏陶与训练，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

能力，推动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与工

艺和服装陈列设计 3 个专业的《企业生产管理》、毕业设计采风

等课程，分别前往海澜集团总部调研完成。 

2022 年 10 月 26 日，海澜集团爱居兔服装陈列部一行人员

与我院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专业师生，举行陈列专业建设交流和

毕业设计课程校企项目合作研讨会议。校企双方结合我专业毕业



设计课程进度，重点对橱窗设计思路进行了梳理，共同解决材料

使用、成本核算、货品解读等设计难点。

 

图 4 服装陈列专业人才培养共商共融 

5.实训基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就业实习基地 

校企联合设立就业实习基地管理部门，对于教学内容、教学

实施、教学评价进行管理，实现“工作有规范，监测有指标，考

核有标准，奖惩有依据”，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针对服装产

业链岗位的通用能力需求，双方共建集教学、培训、项目开发、

技术服务的服装与服饰专业群产教融合就业实习基地。在实践教

学环节中有机融入海澜集团品牌服饰、智能制造等新技术，提升

学生对企业认同度，推动校企人才供给走向纵深。 

五、助推企业发展 

海澜集团每年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召开不少于 2 场专

场招聘会，学校优先组织毕业生参加，满足企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海澜之家”杯第二届全国服装商品展示技术技能大赛的成功举

办，虽因疫情影响，仍有 10 余家院校的 17 支代表队参赛，拓展

了企业在全国高职院校的影响力，获得企业的高度认可。 



  
图 5“海澜之家”杯第二届全国服装商品展示技术技能大赛 

 

六、问题与展望 

经过多年协同发展，在校企合作各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完善和发展。 

（一） 校企产教融合政策推进不足 

虽然各级部门出台一系列推动校企合作、减免税收等措施，

但在实际合作中，政策如何有效落地不够明确，企业对合作项目

的投入和产出有顾虑。对于无锡市内的企业与院校合作，地方部

门可从宏观统筹角度，出面组织座谈，有效推动地区学生就业、

人才留锡。 

（二） 产业学院的建设不落地 

高职产业学院建设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行业企业的参与度不

够高。目前产业学院建在高职校园内，远离产业环境；产业学院

的运营管理仍以学校为主，企业介入程度浅，以特定项目合作、

人才培养为主。需进一步深化“共栖同体”协同育人机制，对接

服饰新零售，合作共建服装电商实训资源和服务平台，适应产业

新发展。 

（三） 校企的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 



校企合作需要规避各自投入的成本及代价风险。仅就学生到

企业实习，学校除了教育教学投入，还要承担对学生实习中的人

身风险。而企业方面投入和担当更大，例如实习指导和管理人员

配置，实习生的工作生活条件等。可能产生的问题和风险，主要

有人员和设施的安全问题，合作关系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以及

生产工艺技术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等问题。一旦出现问题，缺乏双

方都认可的风险解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