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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企业年报 
 

一、企业概况  

山东浩信集团始建于 1995 年，主要从事道路车辆、非道路

车辆、轨道交通和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现有员工

6000 余人，是专业的商用车轮毂、制动盘、制动鼓研发制造基

地，全球知名的缸体、缸盖制造基地，具备年产 70 万吨铸件的

生产能力，是“中国铸造百强企业”“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企

业”“中国绿色铸造企业”“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中国百

家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山东省

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工业设计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和山东省汽车制动件精密铸造技术工程实验室，先后荣

获“中国驰名商标”“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厂务公开民民主管

理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是博世全球优秀供

应商、潍柴集团金牌供应商、中国重汽集团金牌供应商、克诺尔

中国区优秀业务伙伴。 

二、企业参与办学情况 

校企共建智能制造产业学院，获批潍坊市首批现代产业学院。

深度融合校企双方发展，共建共赢。整合双方优势资源，探索出

双向职称晋升机制，建成集生产性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基地、技

术研发中心、协同创新中心为一体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实现人才



- 3 - 
 

供给、技术技能培训、技术研发与推广、结构化团队建设、基地

互设等良性循环，实现双方提升共赢。 

一是深化“双主体”育人。开展多元化办学，组建产业学院

管委会，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制度与标准，实施专业化

管理;逐步建立科学合理、责任清晰、利益共享的治理体系。 

二是探索现代学徒制。将企业真实生产项目或典型生产案例

引入校园，创设真实职业环境;校企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

同实施培养过程重构课程体系。共同制定专业课程标准、教学标

准和专业标准等进行全面调研，合作开发课程标准、教学标准、

专业标准、产业技术技能标准及岗位规范，与行业企业共同实施

启发式、合作式、项目式教学模式。同时，生产岗位特征描述，

岗位要求的知识水平和技能等级，共同制定培训标准、培训内容，

实施企业生产一线相关全员工的技能提升培训工程。 

三是双方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共建科研团队，加强科学研究

和产品研发。探索校企人员双向聘用，双向职称晋升，兼职兼酬

制度;落实教师下企业实践制度;设立企业奖教金和科研基金，鼓

励教师参与企业技术研发。 

四是深化拓展校企合作渠道。探索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依托企业共建合作平台，加快技术、产品和科技等课题研究的成

果转化，不断提升企业转型综改和产业升级能力。 

三、企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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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企业有形资源。集团投入两千余万元，建设三条工作线：

轮毂 A线、轮毂 B 线、轮毂 C线，用于学生实习实践行现代学徒

制，在校外实训基地实施导师带学生模式，每专业在校外实训基

地的实训时长不低于该专业总课时量的 50%。 

二是企业校企资源。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浩信集团深

度参与职业教育改革，形成一系列特色做法和成效。与山东交通

职业学院、潍坊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淄博职业学院等多所院校建

立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每年提供学生实习实践 200+岗位。 

三是企业方面资源。浩信集团在国内外设立山东浩信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浩信浩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潍坊浩泰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山东浩信昌盛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浩信

启迪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山东浩信新能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大连鸿源机械有限公司、莱州鲁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浩信德国

有限责任公司等 10 多家子公司。目前，公司已与国内外十多家

世界 500 强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 

一是企业参与的主要学科专业的建设。共建的智能制造现代

产业学院积极推进专业学科建设，构建由企业教师和学院教师共

同组成的“双师”团队。自主开发工业机器人专业结合产业发展

的教材与视频类教学资源等。产业学院基于地方产业需求，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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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专业与实训等核心课程。此外，学院结合项目式教学，引进

企业真实项目融入教学，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引进企业、院校

等多方面专家开展讲座，让学生从了解行业培养基础素养，到熟

悉岗位培养职业素养，最终通过顶岗实训走入企业锻炼综合素养。 

企业参与学校的学科建设 
 

专业 课程建设 资源建设 

机械制造及

自动化 

机械制图、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

电工与电子技术、液压与气动。 

人培方案、教

材、课件、大纲、

教案、学案、题

库 

智能机电 
电工基础、工程制图、自动检测与转换

技术、虚拟仪器技术、电气控制技术。 

工业机器人

技术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在线

编程、工业机器人离线建模与仿真。 

机电一体化

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基础、PLC应用编程、

数控加工技术、智能传感器技术、3D打

印技术。 

二是加强课程建设。建设实习实训课程。按照每个专业核心

特色课程开发不少于 3门的标准，先后研发了多门核心专业课程，

分别编写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工业机器人在线编程》、

《工业自动化实践与创新》教材。编写了《创业策划实践》和《创

新训练》2 门课程训练学生的双创思维，培养学生的双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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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探索“现代学徒制”。学校积极推动校企共育培养模式，

通过校企共建实训基地，采取冠名班、订单式培养等多种方式，

与大中型企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建立“双元”育人共同体。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以“一线性、熟练性、实用性、职业性”为目

标，学院和企业共同组成专家小组，深入政府部门、企业、兄弟

高校、行业组织等进行了走访调研，制定了产业学院校企合作专

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四是产学研平台建设。产业研究院现有专兼职人员 19 人，

并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联通、汇博机器人等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知名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或业务合作。 

五是推进高层次团队建设。学校积极推进高层次团队建设，

聘请原中国联通副总裁、中国大数据委员会委员姜正新担任学院

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刘韵洁院士担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同

时聘请清华大学聂永丰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环境学院吴文良院长、

吉林大学房春生教授等担任办学顾问。 

五、助推企业发展 

一是成立研究团队。服务企业的转型升级，助力其自主创新

能力提升，促进公司传统产业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走向中高端。

共同研发解决高新技术项目和企业技术难题，进行成果转化和技

术攻关，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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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组织好人才培养。协助企业做好企业所需人才的培养，

技术咨询，技师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根据企业的要求，派

出有丰富经验的教师参与企业的技术工作。 

三是实施人才输送。优先为企业提供优秀的毕业生，推荐企

业急需人才，配合企业定向培养学生。 

六、问题与瞻望 

一是校企合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师资团队能力，

产业学院积极选聘行业协会、行业企业骨干、优秀技术和管理人

才到学院任教，设置特聘专家、行业讲师和岗位导师多级聘任体

系，完善引进、认证与使用机制。推动企业认证导师与产业学院

教学教师的数量均衡，实现人才培养双赢。 

二是加快“双师型”教师发展。构建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站，

实现校企师资“双流动”机制，学校专业教师到企业定岗培训；

企业导师到学校实施教学能力培训。 

三是深度加快产教融合发展。产教融合不断深入落实，深入

探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标准、模式，真正将企业的先

进设备和技术引入到校内和校外实践基地，校企教师在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标准、设备设施技术标准等方面深度合作，推动教育

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衔接加快现代学徒制推进，加

快人才培养从学校到企业的“零磨合”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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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新任务，新使命，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

措施，抢抓新机遇，推进校企深度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才培

养双促进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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