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最大的

特种电机生产基地。公司 1937年始建于沈阳；1950年迁入佳木斯市；2000年 6

月建立股份制企业，隶属于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2008 年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

---建龙集团，进行了资产重组； 

2012年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上市成功。  

公司占地面积 30 多万平方米，下设 5 个车间，26 个职能部门，目前公司发展

成为拥有天津佳电公司、苏州佳电公司、成都佳电公司、佳电风机公司、国家防

爆电机工程技术中心等组成的集团化企业。 

二、 企业资源投入情况 

电机装配工是电机生产制造的关键工序和重要岗位，要求员工具备较高的操

作技能水平和质量意识，装配工岗位近三年人员流动较大、新员工较多，传统的

培训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岗位任职能力的需要，经过多次调研与探讨培训方式，

最终与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办装配工定向班，企业借助我校的教学、

实训基地、住宿等硬件设施，并安排技术部资深培训讲师为学生培训佳电企业文

化、经营理念、电机产品、电机装配等知识,派老师为学生讲授企业文化、电机

基础知识、电机与电器制造工艺等课程。用两年的时间进行系统、规范、标准的

专业培训，培养合格的佳电员工。 

三、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情况 

同时通过“引校入企”的方式，我校现已为公司设置了一间多媒体教室，在

原有培训教室的基础上进行了翻新，教室内增设了电脑等多媒体教学器材，成立

了首个新型的多媒体培训教室。 

我校与企业签订了订单培养协议，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学生中，选取了

30名学生组成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订单班“佳电班” 

学校与企业经过沟通，并组织学生到企业进行参观，通过介绍企业基本情况、

文化理念、主要产品、面向市场及各项规章制度等，让学生对企业有充分的了解，

让学生明确了解将来的工作环境。 



订单班的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是根据企业的实际工作需要，并结合机电

一体化专业教学规律和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由校企双方人员共同参与制定。 

在学校、企业双方共同努力下成立了订单班培养指导小组，开展了双师培养，

学校有老师、企业有师傅和主管人员，通过不定期的召开工作会议的方式，对订

单培养过程进行指导、监督，并解决订单班在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学校主要负责组织订单班的校内课堂教学，企业主要负责订单班的校外实习

实训以及实训前期的有关培训。学生按照教学计划到企业进行理论学习和企业实

训。通过认知实习、操作实习和顶岗实习的逐步累积，完成学生到员工的转变。 

对学校来说，企业来学校开设“订单班”，不仅提供了良好的毕业生就业环

境，还促进了专业教师对企业的深入了解和沟通，将教学内容与企业实际相结合，

提高教学质量。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教学理念，一流的师资队伍打造出

我们自己的品牌，辐射带动、为社会化服务贡献出一份力量。 

四、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成效 

学校办学的宗旨是为地方经济服务，近些年来我校为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输送了百余名中高职毕业生，经过企业的历练与培养，现在均已成为一线员工

中的中坚力量，学生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和好评，同时为佳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校毕业生纪怀波在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屏蔽分公司工作，在黑龙江省第五

届数控车工比赛中荣获职工组第三名并晋级为高级技师。近几年，季怀波不断代

表公司参加省市各项比赛，均获得好成绩，目前他已经被聘为哈电集团技能专家，

享受奖金待遇。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学习了岗位技能、企业文化等知识，入企工作不存在陌生

感，这种培训提前的方式大大的缩减了企业的培训支出，提高员工的稳定性，成

效显著。我校有信心，与佳电一起共同努力把订单培养、定向培养的工作做的更

细更好，让学生能够入学即就业、毕业即上岗，让企业能够稳住人才共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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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题与展望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其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

动力源自其经营目标。有相当部分的企业将参与职业教育视为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损失，是否参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企业的投入和收益均不能产生影响，所以，

企业在没有相应激励政策和法规约束的机制下，企业并不一定通过直接参与职业

教育来获得人力资源。企业合作意识淡薄，没有把培养人才纳入企业价值链中，

把校企合作当成是选择人才的途径，而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不予关注。企业

不愿意与职业院校合作的主要原因：一是给企业增加管理成本。企业要安排专人

管理；企业要安排学生吃住，需要费用，甚至无法解决吃住问题；学生生产效率

低，而且在操作中易出废品，增加原材料费用。二是给企业增加风险。学生在生

产的实际操作中一旦发生事故，企业要承担医疗费或抚恤金等费用。三是很难保

证产品的质量，影响企业声誉。 

校企双方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共同签订联合培养人才协议，企业依据自身的

生产设备和技术人员情况，提出人才需求规格、专业设置的要求，由校企双方共

同制订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将企业文化、生产工艺、生产操作等引入教学课程

内容。学校负责学生的基础理论课和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企业全程参加人才培养

过程，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内容贯穿到每一个教学环节当中，通过整合

校企资源联合培养人才，使学生毕业后就能直接上岗，成为熟练的技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