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年度报告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

职业教育大会精神，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坚持以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以推

进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为着力点，以办好公平有质量、类型特色突出的

双元制教育为目标，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

化更好发挥双元职业教育对园区发展的溢出效应为途径，以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导向，坚持以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实现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以下简称“中德园”）高质量发

展提供更有力的人才和技能保障，切实推进“三天在企业，两天在学校”的工学

交替模式的本土化双元制职业教育改革。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与辽宁轨道交通职

业学院共同打造区域创新共同体、以混合所有制模式共建产业学院。 

一、企业概况 

2017 年，沈阳市向国家发改委申报了“产业转型技术技能人才双元培育改

革试点实施方案”，按照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标准，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按

照“1+1+N”的模式，建设一所中德学院（即现在的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一

个跨企业培训中心和若干个企业培训中心。同年，沈阳市获批国家双元制试点改

革城市。2018年，中德园启动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的建设工作，并于 2020年建

设完成。中德园管委会已完成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总投资约 2.56 亿元，项目总

占地面积 30 亩，总建筑面积 4 万平方米。集成了工业服务、实训中心、培训中

心、学生宿舍等功能。2022 年，中德园管委会和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共同申

办成立了由铁西区教育局直属的事业单位——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并由“政、

校、企”以混合所有制模式运营，面向中德园内汽车产业和装备制造类企业开展

学历教育、培训、科技服务和工业检测等服务。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一）治理结构 

坚持“公办高校、混合体制、民营机制”办学思路和“党委领导、理事会决

策、院长负责”的治理结构，由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管委、中德园

内合作企业和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共同组建负责运营的理事会。 



 

（二）用人管理 

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的院长、副院长等主要管理人员由理事会依照章程提名、

任命；中层干部由院长提名并报理事会批准。实行校企双专业负责人制，由辽宁

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和合作单位共同建立健全双专业负责人的选拔、培养、使用、

考核、激励制度。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派出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在学校同等享

有参加职称评审、项目申报、岗位竞聘、培训、考核、奖励等方面的权利。 

（三）薪酬管理 

混合所有制办学初期，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的所有工作人员暂由派出单位发

放工资。 

待混合所有制办学机构成立后，由理事会确定薪酬发放方式。 

（四）财务管理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设置会计账簿。 

 

三、企业资源投入 

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由中德园管委会、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和企业以混合

所有制模式运营。其中，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任大股东，持股 51%；沈阳中德

园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代替中德园管委会持股 34%；合作企业持股 15%。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9/30/162056kl2a.shtml


 

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以土地和办学场所的使用权和相应运营经

费入股；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以教学设备、教育教学等相应运营经费入股；吸

纳以华晨宝马为代表的、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中德园内优质企业 5-10家，以技术、

设备和相应运营经费入股，实现办学主体多元化，形成资源集聚效应。 

该合作模式既确保了“工厂化办学，市场化运营”指导思想，又坚持了职业

教育的公益性；既确保了办学方向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又确保了优秀的师资队

伍和可靠的办学质量；既节省了大量的职业教育运营经费，又赢得了丰富的教育

资源。与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共建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使得中德学院以最快

速度、最高质量服务了区域经济发展。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一）坚持以制度创新促进职业教育改革和产业发展 

坚持按照政府引导与多元化主体参与相结合，国际开放与国内创新相结合，

中德园始终坚持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加大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高技术

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以“工厂化办学，市场化运营”建设产业学院，开创了以“政、

校、企”模式在国内以混合所有制模式建设事业单位的先河。 

该模式坚持“工厂化办学”：以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以职业活动为核心，

以工学交替为特征，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充分发挥企业的重要主体作用，完善职

业教育行业指导体系，提升行业指导能力，推进专业教学紧贴技术进步和生产实

际，有效开展实践性教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同时，“市场化运营”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整体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有利于

职业教育课程专业设置多样化、灵活化，促进大学生就业，有利于职业教育成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力量，有利于充分调动各合作方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二）成为教育部、辽宁省共建职业教育文件中唯一以实名提到的支持单位 

2021 年，教育部、辽宁省政府通过了《教育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

推进职业教育实用高效发展，提升服务辽宁振兴能力的意见》，沈阳中德园中德

学院（跨企业培训中心）是文件中唯一一个以实名提到的支持单位。文件中提到：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做优做强中德职业教育

培训基地。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跨企业培训



 

中心建设得到了教育部和辽宁省政府的高度认可。2022 年，沈阳中德园中德学

院和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加强合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由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中德园管委会和企业选派人员成立理事

会，由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选派人员出任院长和秘书长，充分发挥“政、校、

企”各自的优势，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获批辽宁省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2022 年，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与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共同申报并获批混

合所有制运营的汽车工程产业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四）获批教育部首批中德先进职业教育项目 

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的合作与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于 2022 年申报并获批

了教育部首批中德先进职业教育项目。 

五、助推企业发展 

（一）解决中德园人才供给难题 

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开展本土化双元制模式的教学改革，面向机电一体化技

术、数控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物流四个专业开展招生，已累计招生逾 600

人。 

与中德园内华晨宝马、本特勒、安通林、延锋彼欧、慕贝尔、纽卡特、远大

等企业洽谈学生就业和实习工作，累计输送实习生和毕业生逾 500 人；2022 年

已达成近 300人的用人需求。 

结合企业对在岗职工的技能培训需求，依托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每年可

服务区域内在职产业技术人员提升培训 1000 人次，在校学生培养 1000 人次，输

出高端技能型应用人才 300名，满足高等职业院校及中小企业应用型技术技能人

才双元培养、工业级实习实训需求。 

（二）确定服务中德园产业发展的五大运营方向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和实践，结合区域内产业的技术需求和学校的人才供给情

况，中德学院确定了集学历教育、技能培训、检测中心、科技服务和展示中心于

一体的五大运营方向，确保中德学院能够全方位、立体化、高质量地服务区域经

济发展。 

1、学历教育：“政、校、企”三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建专业或建设产学研



 

用融合的产业学院，形成与企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的长效合作机制；针对企业

需求确定专业方向、实训基地建设方案和课程体系，与高校实现设备、课程和师

资等资源共享。 

2、培训 

根据企业需求，围绕以华晨宝马为代表的汽车产业链及其上下游企业的技术

需求开展在岗职工技能培训和师资培训等，切实提高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能力。 

3、科技服务 

针对园区内企业在工艺改造、产线升级等领域遇到的技术问题，开展技术服

务；校企共同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校企共同申报各级

各类科研项目等。 

4、建设工业产品检测中心 

针对生产型企业在产品长度检测、力学检测、电磁检测等领域的实际需求开

展服务。使设备在完成学历教育和培训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以检验检测为主的

产品服务功能，着力解决企业在产品检验检测方面需求量大，却因资金与设备匮

乏而制约生产的实际问题；逐步完善检测中心的资质，3年后逐步具备 CNAS、CMA

和德国莱茵认证等证书资质。 

5、展示中心：展示中德园内以华晨宝马为代表的汽车产业链的核心产品和

技术。 

（三）建机制 促交流 有效拓展中德学院业务方向 

充分发挥对德合作及辽沈地区优质职教资源的优势，重点构建双元人才培育

1+1+X硬件载体建设；同时发挥政府引导引领作用，成立中德园双元教育促进联

席会议工作机制、中德园产教合作联盟、中德创新委员会分会，构成系统、综合

的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和对外开放机制，形成软支撑。通过双元人才培育和深度产

教融合，进而实现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衔接，支持区域产业经济和社会

事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建立中德园双元教育促进联席会议工作机制，每年召开不少于两次专题会议，

研究政策和方向，制定工作目标和措施，解决工作问题，从政府层面保障中德园

双元教育体系健康发展。 



 

组建“中德园产教合作联盟”，搭建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共建共

享平台，为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形成人才引进与培育长效机

制，为辽沈高中院校服务、为华晨宝马新工厂、沃德农机等企业新员工培养招录，

对接国内外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立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创新委员会双元教育分会，并纳入中德两国

纳入两国副部长会议磋商机制，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创新开展双元教育中德合作

交流，为辽沈地区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双元培育构建了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 

以国际化视野，借鉴德国双元制人才培育模式，紧紧围绕园区产业发展目标

和企业需求，积极谋划和实施园区技术技能人才双元培育战略，制定《中德园双

元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加速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和德国莱茵集团等国际知

名企业和机构的合作，在国际化办学、课程认证、技能鉴定、专业认证和质量保

障体系等领域开展合作。 

依托中德学院自身优势，积极开展科技服务，针对中德园内企业在工艺改造、

产线升级等领域遇到的技术问题，开展技术服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校企共

同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六、问题与展望 

随着中国制造 2025 和德国工业 4.0 计划的落实与推进，中德职业教育合作

空间与契合度越来越吻合。未来，新时代的生产制造者一定是集知识性、操作性、

技能性“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基于以上，我们将继续贯彻新发展理念，紧

紧围绕园区产业发展，不断完善双元教育体系整体功能，不断激发聚合力量，为

中德园乃至沈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一）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深度合作，以本土化双元制推进“三天在企业、

两天在学校”的工学交替模式的教学改革 

1、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 

与区域内具有生产能力的优质企业合作，将企业的实际生产线引入沈阳中德

园中德学院，并以工学交替模式开展本土化双元制职业教育改革。 

（1）基于智能制造生产汽车零部件，基于高端工业机器人、加工中心等高

端数控机床、及其他加工设备，生产符合企业标准的汽车零部件。在汽车零部件

生产之后，又可基于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的检测设备，对汽车零部件进行质量检



 

测，确保产品质量； 

（2）建设汽车差速器生产线项目：以企业标准，建设基于物联网的全自动

汽车差速器生产线，生产符合企业标准的汽车差速器； 

（3）汽车信息安全检测实训中心项目：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和华晨宝马

合作，实现基于互联网的电动汽车信息安全检测功能； 

（4）建设高端检测中心，为生产的各类产品提供质量保障：基于蔡司、莱

兹等品牌的高端三坐标测量机设备，可承担汽车零部件检测专业的人才培养和培

训工作，并在 5年后建成具备 CNAS或 CMA认证的高端检测中心； 

（5）继续与区域内其他优质企业寻求合作，以实际生产承担实践教学工作。 

2、针对区域内产业需求，开展技能培训 

（1）开展与产业和行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师资培训 

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开设的高技术技能培训项目及其所采用的设备、标准完

全对接华晨宝马等企业的要求，与省内高校形成优势互补，形成“他无我有，他

有我强”的局面。沈阳中德园中德学院可为省内高校提供师资培训，助力高校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 

（2）建设以智能制造和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在岗职工培训基地 

为满足沈阳地区企业日益增长的用工需求，切实服务“数字辽宁，智造强省”

建设，围绕汽车制造、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工业服务、战略性新兴等五大产业，

以及沈阳机床、沈阳鼓风、沈阳兴华航空电器、华晨宝马、博世、安通林、采埃

孚、本特勒和慕贝尔等企业需求，开展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

工业互联网技术、基于西门子和海德汉系统的数控加工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等相

关专业的技能培训。 

（3）针对农民工、退役军人开展培训 

紧密结合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和创业的特点，精准施策，结合

地区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大规模开展和开发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培训

项目，确保服务的跟踪性和持续性。 

3、深入推进科技服务 

深入了解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的产业结构，在企业实际生产过

程中发现或遇到的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高能耗低效率问题、自动化生产线替代



 

手工生产、机器人工作站系统集成、生产线升级改造、制造车间信息化覆盖、新

工艺应用、生产安全管理等实际问题，切实掌握园区内企业对科技服务的迫切需

求。 

（1）掌握并解决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内以华晨宝马为代表的

汽车产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痛点及难点（技术难题）； 

（2）掌握并解决中小企业（尤其是装备制造类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需

要切实整改和完善的生产线结构及功能； 

（3）掌握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可以高效、节能的生产环节，并制定切实

可行的技术方案； 

（4）掌握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信息化建设、智能制造和系统集成应用

的需求，提出技术方案，为企业带来更高效的发展； 

（5）与企业共同进行高新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推广，共同申请专利、软件

著作权，共同申请科研项目，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二）充分发挥“政、校、企”各自优势，以制度创新和改革推进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 

1、以开放的视野促进学习交流合作 

以建设中德园成为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示范园区为契机，借助中德园对德

合作平台、制度优势，学习德国成熟的职业教育模式，不断探索符合园区发展的

职业教育模式，打造自身的职业教育优势，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早日走出一条职业教育特色道路。 

2、以服务的姿态做好“一条龙”保障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摸清企业、职校和师生等真正市场需求，准确定位专业

设置、课程规划、教材建设、实训基地等，构建科学合理的模块化体系，进一步

深化“引企入教”改革，发挥中德园产教合作联盟的平台作用，“牵线搭桥”促

进“校企合作”和“院企转化”，落实培训组织、实训内容和教学设施、专项经

费的到位。 

3、以良好的政策宣传改变传统价值观 

着力破除就业环节中的政策性障碍，探索在部分基层岗位招考、国有企业招

聘中，允许具有相当学历水平的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选拔范围的用人模式，形成



 

良好的职业教育氛围。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社会改变传统理念、树立科学的

人才观，积极宣传技术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先进事迹和重要贡献，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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