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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与校企合作历史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系创建于 1958 年的全国知名建筑企

业，国家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2004 年改制重组为股份制，

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以建筑施工为主业，集投资、房屋开发、工程管理、

运营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现代建筑集团,下辖分公司及全资、控

股子公司 40 多家，拥有建筑工程甲级设计公司，施工范围涵盖房建、

机电、市政、公路工程等领域。建筑主业拥有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9 个一级资质以及多个其它施工资质；具备对外承包工程和

劳务合作经营权、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工 A 级实施企业资格。 

半个多世纪以来，集团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竞争力得到快速提升，

连续多次名列“江苏省建筑业综合实力 30 强”前茅，连续 6 年荣列

“中国承包商 60 强企业”前 20 名，连续 4 年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 

行列，连续 3 年跨入“全球承包商 225 强”行列。先后创出“鲁班奖”

和国优工程奖 30 余项，省市优工程 430 多项。 

2015 年度，公司位列“中国驰名商标”榜首、“中国企业 500 强”

第 270 位、“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37 位、“中国承包商 60 强”

第 18 位、“ENR 全球最大 250 家工程承包商”第 57 位。2016 年

在省建设厅评定的“江苏建筑百强企业”榜单中，公司综合实力排名

第一。 

2005 -2012 年期间，南通三建集团陆续承建九州职业技术学院教

学主楼、文体馆食堂等工程项目。2005 年，公司与九州职业技术学

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成立九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外实训基地，作为学

生认识实习与顶岗实践的重要基地。2007 年，学院土木工程系成立

土建类专业指导委员会，聘请南通三建徐州分公司总经理沈春平同志

为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2014 年，校企双方签订深度合作协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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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成立九州职业技术学院企业实践教学部，同年，聘请张程经理

为实践教学部主任，聘请刘辉、王道平为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2017

年，根据双方发展需要，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和校企研发项目合

作。 

 
图 1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图 2 实习就业基地揭牌 

 

图 3  校企双方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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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产

教融合，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

学主体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要有机构或者人员组织实施职工教育培训、

对接职业院校，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逐步建立和完善半工半读制度。《教育部关于

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指出，进一步深化职业教

育教学改革，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教育部等

六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提出了校企合

作形式、促进措施和监督检查办法。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优化升级,企业积极开

展转型与发展，迫切需要更多的能够熟练操作应用先进技术、熟练掌

握技术应用规范流程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本着企业盈利、学校获益、学生受益的原则，校企双方共同构建

合作形式与机制，一方面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力与义务，并严

格履行；另一方面按照合作共赢的目标，在企业成立企业实践部，组

建企业导师团队，完成学生校内外实践指导工作，在学校成立企业服

务团队，支持企业发展，并满足企业优先选择优秀毕业生的要求，为

企业输送优秀的毕业生。 

三、合作内容 

1、共同制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为建立长期的人力资源供需协作关系和校企合作互动机制，本着

“建立互信、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我公司与学

院签订合作协议以来，积极支持学院专业建设与发展。2015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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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组织申报江苏省品牌专业建设项目过程中，我公司积极参与，公

司沈春平经理与学院领导一道前往省教育厅参加申报与答辩。2017

年，协助学院完成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高水平骨干专业建设项目——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申报，顺利获批建设立项。 

按照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

试点工作的意见》相关要求，公司派骨干人员与学校教师共同制定了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双元四段、工学交替”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并根据行业规律提出“学徒制”实践课程开设时间和要求。 

2、共同开发校企合作课程与教材 

培养优秀的土建类专业人才，关键是课程建设、课程改革要适合

行业的发展。自双方合作以来，我公司与学院共同开发了《工种实训》

《钢筋翻样实训》《建筑构造与识图实训》等 3 门课程，参与了建筑

工程测量实训——“项目化教学+驾证式考核”的教学改革。课程实

施中，校企双导师教学受到了学生的积极响应，课程教学成果也得到

师生的一致认可。2014 年以来，校企合作编写了《建筑工程测量》

教材，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另编写了《工种实训手册》《测

量实训指导书》《钢筋翻样实训指导书》等校本教材。 

3、校企共建共享实训基地 

自 2012 年以来，协助学院完成校内建筑技术实训基地的建设，

建成工程 1:1 结构模型 3 组，建成抹灰、砌筑、钢筋、模板、脚手架

等工种实训场地共计 48 个工位，捐赠异形钢模板 2 组、独立基础模

板 4 组。在学院信息化实训基地建设中，我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实际项

目素材，为信息化建设给予有力保障。 

4、人员互兼互聘，组建“双师型”教学团队 



6 
 

公司张程经理负责，由工程部部长王道平、项目经理刘辉、陈贤、

技术骨干王海滨、丁裕高、宋德升、王胜仓、李林泉等多位同志组成

的企业教学团队，参与学校《工种实训》《认识实习》《学徒实践》

等课程教学，2017 年参与教学 400 多学时，指导学生 100 多人。特

别是在“学徒实践”中，接收学院建筑工程技术 17 级学生 9 名，并

指定专人作为学生师傅，指导学生参与工程项目实际工作。 

        
图 4 南通三建部分“学徒实践”学生      图 5 宋主任和企业师傅、实践学生交谈 

 

图 6  南通三建项目经理指导学生实践 

学院土木工程系宋功业主任负责，由教学主任张建清、教研室主

任李晟文、专任教师王云富、胡铭珊等多位同志组成技术服务团队，

参与企业实际项目的建设与指导，为我公司提供特殊工程项目技术方

案，开展校企合作研发。在我公司承建的南湖尚苑住宅小区工程中，

应用了由学院研发的高性能混凝土材料，有效的缩短了工期，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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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问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综合经济效益，累积节约成本

300 余万元。 

 
图 7  双方研讨项目合作 

5、利用双方优势资源，助力员工共同发展 

我公司专门设立教师实践岗位，多次接待教师进行企业实践，同

时为教师企业实践做好服务。2013 年，学院派张建清同志开展访问

工程师，我公司安排该同志参与具体项目实施，从技术、管理、成本

等方面给予教师学习便利，提高教师工程实践能力。 

公司选拔员工进入学院参加培训，2015 年以来，分批选派 20 余

名人员到校参加 BIM 技术应用培训，为企业在 BIM 技术应用方面提供

有力的人才培养与保障。 

四、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 

由学校领导、专业骨干教师和企业领导、技术骨干组成管理机构，

确定机构负责人，明确校企双方的职责与义务，建立校企合作互动与

协调机制。 

2、制度保障 

建立规范的教学过程运行管理制度，以职业技能培养为中心，建

立健全课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规程等教学文件。严格遵守国

家的法规、法令和条例，建立企业实践管理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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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资保障 

建立由校内专业骨干教师和企业技术骨干组成的校内外“双师型”

教师团队，通过参观、培训、互派专家指导工作，增强校企双方的师

资队伍建设。 

五、问题与展望 

1、学生在“学徒实践”培养过程中，已适应企业规章制度，在

技术技能方面均有大幅度提升，个别同学甚至能够独挡一面，独立负

责某些工作。在学生实践结束后，需要返校开展理论学习，一方面造

成企业岗位人员短缺的现象；另一方面学生毕业时是否能够继续返回

企业就业也不确定。如何及时补充人员进行替换和吸引学生毕业后进

入公司就业是需要学校和公司共同思考的问题。 

2、校企合作中，需要校企双方更加深入研究国家和政府出台的

有关政策文件，探索更加有力的合作途径和方式，使校、企、生三方

受益。 

3、由于民办院校办学经费多来自于学费，经费较为紧张，在专

业建设、教学改革、队伍建设、实验实训设施建设等方面投入不够充

裕，建议政府能够进行适当的经费投入，以更大的力度支持民办教育

事业的发展，更加有利的体现民办教育的办学效果。 

相信随着国家政策文件的引导、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对人

才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校企合作的逐渐深入，校企双方会在教学、科

研、技术服务等方面全面合作，更加实现校企合作的互惠互利、共同

发展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