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年度报告（2019） 

 

一、公司简介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是世界百强德国罗伯特•博世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创立于 1999 年 8 月，总占地面积 28 万平方米，投资总额达 3 亿美元。

公司现有员工逾 8000 人，是博世集团在中国最大的全资子公司之一。公司由汽

车电子、汽车底盘控制系统、汽车底盘制动系统、汽车多媒体和装配系统及专业

设备，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装配等五个产品事业部组成。公司专业生产汽车电控单

元，ABS 防抱死刹车系统，ESP 电子稳定程序，汽车导航仪等汽车零部件，并提

供相关技术支持。博世还在苏州成立了独立的研发机构，不仅致力于本地产品的

研发，还向博世全球的子公司输出研发服务。博世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通过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为国内汽车业客户提供全面的创新产

品和服务（网址：www.bosch.com.cn）。 

二、合作概况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是学院最早的董事单位之一， 2000 年 11 月

25 日加入学院董事会。双方一直致力于“产教融合，工学交替”校企双主体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探索，公司相关负责人被聘请为专业企业带头人，并作为学院先

进制造业相关专业群的指导委员会成员，为专业建设提供行业市场需求和用工标

准，每年参与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为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要的专业人才提



供保障。 

2001—2007 年，为培养博世公司在中国企业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双方共举

办了 4 届订单培养，共计 96 人，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杭州、长沙、无锡、苏州

等各个博世子公司从事技术工作。 

2007 年，博世公司将“博世学徒制项目”引入中国，在苏州公司建立了博

世中国第一个学徒培训中心（TGA）。2010 年 8 月，公司与学院就学徒制项目进

行洽谈，达成合作意向，2011 年 12 月双方正式签约合作博世学徒制（双元制）

培训，并于当年年开始正式在我院选拔学徒制学员。博世学徒制项目培养方式为

工学交替，学生培训在学院和博世公司两个教学场所交替进行，第一年以在校学

习专业理论知识与基础实践技能为主，第二学年在博世和学院的培训时间比例为

6:4，第三年则将以企业实训为主；考核方式为第三方考核，学生完成所有培训

课程以后，将参加由德国职业教育专家、企业代表、学院教师代表组成的考试委

员会的考核，合格者将同时获得中国大专学历和德国工商大会职业教育技能证书。

至今，BOSCH-IVT学徒制合作项目已有 8届学徒班，学徒 162名，前 5届共培养

学徒 84名, 被博世苏州、南京等子公司录用为正式员工，在企业“项目工程师、

质量工程师”等关键技术岗位工作，深受用人部门欢迎。 

 

2013年，学院与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签约筹建苏州工业园区工业自

动化技术公共实训基地。 



 

园区工业自动化技术公共实训基地不仅是园区政府参与的建设项目，同时也

是教育部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重点实训基地，建成之后，不仅用于园区内相关产

业人才的培养培训，还将面向全国开放资源，将基地建设、管理、培训、研发的

先进模式和经验向全国辐射，供全国职业教育界和产业界共享。 

园区纪工委副书记、培训管理中心主任唐皓指出，工业自动化技术基地是园

区第 10 家建成的基地，该基地将紧紧围绕产业对工业自动化技术人才的需求，

为园区先进装备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产业人才培养和企业转

型发展的深度融合。她希望该基地能够实现校企资源高度共享，成为承载服务主

导产业人才培训的重要平台；要加强基地内涵建设，争创市级和省级公共实训基

地；充分发挥产业技能大师的作用，在人才培训延伸服务、以项目创新带动产业

技能专家培养等方面多探索多尝试。 

工业自动化实训基地建成后，将力争实现每年 1500 人的培训规模，其中先

进制造技术培训 300名，工业自动化技术培训 500名，生产线维护技术培训 400

名，工程软件应用技术培训 300名，建立起具有全省影响的工业自动化技术人才

实训基地。 

三、资源投入 

1.实训设施投入 

2011 年 12 月 7 日，博世公司与学院合作建立的学徒制培训项目正式签约，

开始在学院选拔学徒制学员。双方互派教师交流，在 2012 年博世学徒制中心将

培训场所搬入到学院内，总计投入 2000余万元，双方资源共享。 

2013年 4月在苏州工业园区培训管理中心的支持下，博世汽车部件（苏州）

有限公司和学院共建苏州工业园区工业自动化技术公共实训基地。园区政府出资

300万对基地进行建设，其中 200万元在 IVT，100万元在博世 TGA中心。 

2. 博世学徒制项目培养投入 

博世公司高度重视学徒教育项目，每年投资达到平均每学徒 15万元人民币，

至今累计投入 1800余万元，为项目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 

3. 师资培养投入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每年投入资金保障，安排学院 2-4名教师担

任公司的访问工程师。 

4. 奖助学金、奖教金投入 

为激励和表彰先进，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每年给学生和教师提供

3.9万元奖助学金、奖教金。 



四、参与办学 

（一）做法 

1.积极参加董事会议，为学院发展献计献策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每年派遣公司高层参加学院的董事会议，根据

区域市场需求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学院的事业发展、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规格

提出丰富有效建议。 

2.积极参与教学改革，提升学院专业建设水平 

一是实施“定向班”培养机制，根据企业员工用人标准，剖析专业定位和人

才培养规格，提供实训设施、兼职师资，双方共同实施了 4届 90余名学生的“订

单班”。 

二是积极参与学院申报和建设的国家示范项目和江苏省品牌专业建设，每年

承担机电一体化技术、数控技术等专业（群）的教师访问工程师、学生顶岗实习、

合作开发教材等建设项目。目前，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已立项成为江苏省高等学

校 A类品牌专业。 

三是深化校企合作，不断扩大合作领域。2010年 10月，学院与博世公司联

合筹划“学徒制”合作项目。2011年 9月，博世公司学徒制部门（TGA）正式搬

迁至我院。2011年 12月 7日，博世公司与学员合作建立的学徒制培训项目正式

签约，开始在学院选拔学徒制学员。 

3.共建园区公共基地，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博世公司作为园区公共实训基地的一部分同样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及工

作，主要承担了第五、第六届园区高技能大赛钳工项目，园区高技能紧缺人才项

目的培训接待工作，为园区的产业人才培训年平均达到 280人次。 

（二）成效 

一是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学徒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和教材、组织考核、开展

教学研究等，将学生培养成为现代制造业所需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学徒制项目

要求学院的专业教学与企业的岗位需求紧密结合，使我们能及时了解企业对高职

人才的技能和知识需求情况，促进了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博世学徒项目实施 5

届毕业生共培养学徒 84 名, 被博世苏州、南京等子公司录用为正式员工，在企

业“项目工程师、质量工程师”等关键技术岗位工作，深受用人部门欢迎。 

二是促进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提高，在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有效促

进专业整体实力显著提升，2015年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成为江苏高校品牌建设工

程一期项目立项建设专业（A类）。2017年吴卫荣教授主持完成的成果“‘双元八



轮’学徒教育在先进制造类专业的本土化创新与实践”获得了江苏省教学成果（高

等教育类）一等奖。 

三是促进校企双方在“共建综合实训基地、专业教学改革、工程化师资培养”

深层次合作。博世苏州公司投资 100余万元共建“苏州工业园区工业自动化高技

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并参与江苏省机电应用技术实训基地和中央财政支持的

机电一体化实训基地建设。 

四是深入探索校企协同育人的创新机制，在国内师资培训项目以及国内同行

开展同类项目的院校中，推广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经验。2016-2017

年学院对来自江苏省 44 所院校的 110 名教师进行了“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方

案及课程体系构建”的专题培训，得到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认可。2017 年 8 月学

院依托博世学徒制项目成为国家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2018 年 9

月学院完成了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年检工作。 

另外，每年都有 2-4位专业教师赴博世学徒培训中心进行为期 1个月的访问

交流，有助于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和科研实践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教师“双师”素

质的培养。 

实践证明，开展校企合作学徒教育项目，充分发挥了学院和企业“双元”主

体人才培养作用，实现了“企业、学生及学校”三方互赢，满足企业对优质技术

人才需求，实现学生优质就业，进一步促进专业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五、保障体系 

（一）组织保障 

成立项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博世学徒制和园区公共实训基地办公。

在领导小组统一部署、统筹规划和协调下，进行项目的建设、组织和管理。博世

学徒制项目管理架构：（1）该项目为学院与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的合

作项目，双方高层也是该项目的领导决策层；（2）博世学徒项目的具体管理和执

行由博世学徒培训中心（TGA）和学院职业发展中心配合完成，组建了“博世学

徒项目管理委员会”作为该项目的执行部门，全面负责项目的实施运行；（3）博

世学徒的教学由博世学徒培训中心（TGA）的教学部门与学院机电工程系对接，

组建了博世学徒制项目的教学实施部门，商讨分解教学任务，定期沟通交流教学

内容，总结分享教学得失。 

（二）制度保障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公共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制定《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



学院实训基地》等一整套实训基地建设管理规章制度，实现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

同时，制定实训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工作职责，界定其职责范围；建立实训基地建

设实施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明确责任分工，追究失职责任。通过一整套制度，

规范实训基地建设工作，使实训基地建设不因相应人员的变更而变化，最终保证

实训基地建设工作顺利实施。 

（三）资金保障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实训基地建立单独

的核算体系，实训基地将按培训收入比例保证“自我造血”功能，满足实训基地

日常运行使用，仪器设备维保及更新。同时每年可按照上级政策申请政府的相关

补贴，建立设备维护和维修基金，延长设备寿命，实现可持续化管理。 

六、问题和挑战 

近几年，国家高度重视学徒制项目，颁发了很多政策法规推进学徒制项目的

实施，但是，学徒制项目还面临一定的问题和挑战： 

1. 社会和家长的思想观念有待于转变。尽管类似“泥瓦工千金难求，硕士

生薪资狂贬”的标题每天都见诸报端，技术工人社会地位较低的事实依然没有改

变，许多高素质的人才根本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生源质量难以保证。 

2. 企业的能动性需要提高。学徒制项目是对企业、学校、学生实现三盈的

项目，但是在国内，由于学徒制投入很大，而且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以

及对学徒的偏见以及个别学徒过往的不佳表现影响，博世公司的部分用人部门更

倾向于招收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而不愿意接收刚从学徒培训中心毕业的学徒。企

业的主动参与性还不是很高。 

3. 职业院校的师资和教材与企业需求脱节。职业院校的许多教师已习惯体

制内的不作为，缺乏主动性，教材也与实践尤其是企业需求严重脱节。另外，教

师与企业培训师在教学上只各自讲授不同的课程，在同一门课程上交流较少，导

致部分校内课程内容滞后，且和企业课程衔接不畅、部分内容重叠、讲课重点不

一致。 

4. 学院管理模式有些僵化，柔性管理有待加强。随着 2015级博世学徒实行

淘汰机制，必须做好被淘汰学生的思想安抚、班级安置、课程调整等工作。 

5. 政府的具体措施有待于落实。尽管中国各级政府已开始重视校企合作，

通过发文等形式推动双元制的开展，但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和孵

化程序，国家对企业参与也没有全面的促进机制。 

 



七、展望 

1.进一步深入研究博世学徒制和园区公共实训基地的运行管理体制，提升实

训基地服务苏州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 

2.进一步深入研究博世学徒制和园区公共实训基地的运行管理机制。深化工

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顶岗实习的过程监督和考核管理，逐步

完善校企合作管理办法，逐步形成培训、生产、科研等多功能的运行体制。 

3.通过校企合作等多种途径，多管齐下，将工业自动化平台建成集教学、实

训、就业、教师挂职锻炼为一体的完善的实训教学区，基本满足企业培训、学生

实训、师资能力培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