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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 2013 年与廊坊职业

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在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现代

学徒制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18年 8月被教育部

批准为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企业概况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精雕集团）

成立于 1994 年，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门头沟科技园，是首

批通过认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目前，集团在职员工达

4,900余人，年产值达 40亿元。二十多年以来，集团始终专

注于数控机床研发和制造，客户数量超过 15,000 家。2017

年，集团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称号。 

北京精雕集团分别在北京、廊坊建成了占地面积 22 万

平方米的精密数控机床产研基地，逐步形成了以北京总部为

管理、研发，辐射全国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支持网络

体系，包括 10多家全资子公司和 40余个分支机构，其中廊

坊精雕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精雕）为全资

子公司。 

公司的主要产品有，精雕高速加工中心、精雕雕刻中心、



精雕 CAD/CAM软件、精雕数控系统、精雕高速精密电主轴以

及精雕高精度转台等。 

2017 年 6 月 28 日，廊坊精雕和廊坊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了“弹性学分制和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启动暨拜师仪式”，标

志着双方现代学徒制合作工作的正式开始。 

  
图 1弹性学分制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启动暨拜师现场            图 2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证书 

2018年 3月 6日，北京精雕集团与廊坊职业技术学院达

成的《校企共建现代制造生产性实训基地合作协议》，基地

名称命名为“廊坊职业技术学院精雕生产性实训基地（以下

简称生产性实训基地）”。目前基地已经投入使用。 

  

图 3生产性实训基地车间                         图 4生产性实训基地教室 

二、主要做法 

（一）根据企业工作岗位需求，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 



1.第一批和第二批现代学徒制学生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和 2018 年 4 月进入廊坊精雕开始企业实践阶段的学习。学

生、企业和学校签订了三方协议，明确各自职责。企业与学

生签订了用工合同，购买了商业保险，食宿条件和公司正式

员工标准相同。同时学生享有津贴和补助。 

2.为了使学徒制学生能尽快适应企业环境，公司专门根

据工作岗位需求及学生专业特点，制定了入职培训、视图与

造型培训、机床操作与编程培训等相关课程。在学徒制学生

岗位设置上，选择公司对学徒制学生有招聘需求的岗位，并

分批进行轮岗，以使学生所学专业技能和岗位相关性更强。

对于学徒制学生，公司按照正式员工的标准进行管理。由于

校企合作工作业绩突出，2018年 8月被教育部列为第三批现

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二）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1.精雕集团为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提供市场价值

总计 2003万元的精雕 CNC雕刻中心 33台。 

2.精雕集团选派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采取“师徒制”方式指导学生的岗位实践。培养学生掌握精

雕 CAD/CAM软件绘图与编程，精雕 CNC雕刻中心的操作、保

养维护，加工工艺分析，常用检测工具的使用能力等。生产

性实训基地积极探索弹性学分制改革，将学生双创教育融于

教学之中，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热情。 



（三）以产教融合为引领，推进现代学徒制，实现校企

共赢 

深化校企合作，以产教融合为引领，以教育部刚刚批复

的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为契机，探索校企深度合作的新路

子，企业文化走入校园，企业工程技术人员进入课堂，将职

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养成相融合。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根据企业工艺流程和岗位需求共同开发课程、编写教

材；积极开展学生双身份、双师培养、双主体育人的探索。

通过企业岗位实践，不断完善产教融合内容，实现校企共赢。 

三、取得成效 

（一）通过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大幅提升了人才培养

质量，录用人数和录用率明显提升 

截止到 2018年 11月，廊坊职业技术学院已有两批共 45

名现代学徒制学生圆满完成了在公司的岗位实践，其中 24

名表现优异的学生直接被公司录用，录用率为 53.3%，远超

过同类院校校园招聘的录用率。 

（二）根据学生特点和企业岗位需求修改补充岗位实践

内容，完善教学资源库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根据企业岗位要求优

化模块一、五的培训内容，适当延长了机床操作与编程、机

床维修与维护的培训周期。特别是在操作环节我们有意安排

学生操作多种型号的机床，提高他们操作适应性。第二，借



助培训部自身的生产平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产轮训体

制，让学生参与到生产的大部分环节，提高其综合工作能力，

同时也便于我们发现学生特点。 

  
图 5学徒制学员机床操作培训现场            图 6学徒制学员精雕 CAD/CAM软件培训现场 

四、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并非专业教师，技术能力是强项，

但教学能力是短板。我们将在企业技术人员教学能力提升方

面加强与学院的合作。努力提升工程技术人员的教学能力和

水平。 

2.学生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将充分利用生产

性实训基地这一平台，积极探索弹性学分制，努力培养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实施全过程评价。 

3.企业高端设备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强。我们将企业最新

的材料、工艺、设计、设备投入到基地中，校企共同加大基

地投入力度，确保基地的先进性、示范性。 

4.基地功能有待进一步完善。校企将进一步加大科研合

作、社会培训、承办国家级比赛，不断开拓创新，充分发挥

基地应有的功能和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