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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轨道交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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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市直属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承担苏州市轨道

交通规划、建设、运营、资源开发及物业保障等工作。集团现下设 8 个处室，7

家分（子）公司、中心，对外投资 5家公司，目前共有职工 7000多人。 

苏州轨道交通紧跟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适

时启动轨道交通工程的规划建设。2007 年 2 月，我市轨道交通首轮建设规划获

得国务院批复。2012 年 4 月 28 日，经过四年四个月的建设，1 号线提前开通，

苏州成为国内首个建设并投运轨道交通的地级市。2013年 12月 28日，2号线提

前半年开通试运营，苏州轨道交通正式迈入网络化运营时代。2012 年 1 月，我

市第二轮建设规划获批。同年 9月 2号线延伸线、4号线及支线实现开工，并分

别于 2016年 9月年和 2017年 4月开通试运营。2014年 12月 16日，轨道交通 3

号线正式开工建设；2016年 6 月 28日，轨道交通 5号线开工建设。 

苏州轨道交通始终坚持“锐志求新，稳健高效”的发展理念和“精工细作，

精益求精”的质量理念，矢志打造轨道交通百年精品工程。立足实际、探索创新。

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实践，苏州轨道交通总结出“三管三控”安全管理思路，全面

推广现场管控“三项核心制度”，提炼出土建施工“四大法宝”等“苏州经验”。

自 2007年 12月设以来，轨道交通工程始终处于安全平稳受控状态，没有发生一

起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苏州轨道交通始终以高标准高规格开展各项工作，争创“民心工程”、“文明

工程”。集团先后荣获全国“安康杯”竞赛活动优胜单位、全国交通建设系统“工

人先锋号”、江苏省“十一五”劳动竞赛先进集体等荣誉，并荣获九届“苏州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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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心工程”。工程各建设标段多次获得“全国 AA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江

苏省“扬子杯”优质工程奖、“江苏省建筑施工文明工地”等称号。  

苏州轨道交通正在致力于构建一个安全、快捷、舒适、环保的现代化城市轨

道交通网络体系。我们牢记“为苏州加速，让城市精彩”的时代使命，秉持“坚

韧不拔，勇往直前”的企业精神，克难奋进，砥砺前行，为改善城市交通结构、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升苏州城市品位贡献更大力量。 

公司网址：http://www.sz-mtr.com/。  

二、合作概况 

随着苏州经济的发展，苏州轨道交通紧跟发展的步伐，成为国内首个建设

并投运轨道交通的地级市。按照苏州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目前 1 号线、2 号

线和 4号线已开通运营，2019 年 3号线也即将开通。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是苏州市直属大型国有企业，而运营分公司为

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全面负责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作。2016年我院第一次和苏

州轨道交通运营分公司合作订单班，主要合作专业方向为设备检修和站务管理；

2017年继续在公司的城轨机电和站务管理两个专业合作；2018年深化到城轨机

电、站务管理和信号管理三个个专业合作。 

涉及到机电工程系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1所示： 

表 1 机电轨交定向班人数统计 

年份 公司招生专业 IVT招生专业 招生人数 备注 

2016年 设备检修 机电一体化 16  

2017年 城轨机电 机电一体化 37  

2018年 城轨机电 机电一体化 30  

合计       73  

为确保校企合作顺利进行，企校合作专业建设第一次会议于 2017年 11月

21日上午，苏州轨道交通运营分公司和苏州技师学院、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苏州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在苏州建设交通国际教育园南区 311会议室召

开了企校合作专业建设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王树立部长主持，建设交通戎成副校

长、各校与分公司相关专业建设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重点讨论了成立企校合

作城轨专业建设组织机构和城轨专业学生培养方案等内容。 

企校合作专业建设第二次会议于 2018年 6月 8日上午，苏州轨道交通运营

分公司和苏州技师学院、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苏州园区职业技术学

院在苏州技师学院会议中心一楼国际报告厅召开了企校合作专业建设第二次会

议，会议由王树立部长主持，会上重点讨论了运营分公司人教部高健波汇报的上

半年《城轨专业学生培养方案》实施情况和工程师进学校情况、讨论方案实施过

http://www.sz-mt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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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办法、确定下一步工作任务：优秀教师专项奖金评选、企

业奖学金评选、考核评估等。 

三、资源投入 

在培养期间，公司设立优秀教师专项奖金，对于在校企城轨专业建设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教师进行奖励，每校每学年选出 1-3名优秀教师，每名奖励

2000 元。同时，为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公

司设立专业奖学金制度，对理论学习和专业实践及综合素质优异的专业学生进行

奖励，标准为每学年每专业一等奖学金人数不超过专业总人数的 5%，每人奖励

500元；二等奖学金不超过 8%，每人奖励 300 元；三等奖学金不超过 10%，每人

奖励 100元。每一轮培养周期（三）费用预计为 18.6万。 

四、建设方案 

1、建设目标 

强化城轨专业学生在校期间专业学习与实践的融合度，培养符合现代企业要

求的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合格毕业生。  

2、建设周期 

根据每一届毕业生在校学习时间，每轮建设周期为 3年，期间由公司参与制

定城轨专业的学习计划、课程设置、师资配置、实践内容、考核考评等。 

3、时间安排 

⑴、第一年 

第一学年初，公司与学校共同确定培养专业及人数，学校按照教育部门要求

完成公共课程教学。 

第一学年未，由学校组织，根据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综合表现情况进

行排名，并将排名情况报公司备案。 

⑵、第二年 

根据教学计划，公司安排专业人员到校进行专业课集中讲授。第二学年未，

由学校组织，根据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综合表现情况进行排名，将排名情

况报公司备案。 

⑶、第三年 

根据公司实际用工需求，按照学校与公司商定的计划，由学校组织相关专业

学生到公司进行专业实习。实习期间参加公司与学校联合组织的阶段性实习考核，

在毕业前组织公司上岗取证考试。通过上岗考核的，优先录用为公司员工。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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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培养人数以公司与学校共同确定的计划数为准。 

每轮培养周期为 3年，培养层次为大专学历，以专业班级为培养单位，培养

生源为当年参加高考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如有其他形式由公司与学校协商一致。 

学校对城轨专业学生要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加强职业素质培养。安排专职教

官全程参与班级日常管理，规范城轨专业学生的行为、举止、着装、文明用语等，

在学习态度、职业道德、工作技能、团队合作、责任意识、职业态度、使命感、

职业习惯等方面进行强化教育。 

在方案执行过程中的有关具体要求，可由学校与公司另行制订详细计划。 

五、问题和挑战 

近几年，国家高度重视校企合作项目，颁发了很多政策法规推进校企合作项

目的实施，但是，校企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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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项目是对企业、学校、学生实现三盈的项

目，但是在国内，由于校企合作前期投入较大，而且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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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级轨交定向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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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的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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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