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岱银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19） 

一、校企合作情况 

1、企业概况 

山东岱银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隶属山东岱银集团，始建于1999年，

以经营各类服装为主，集生产、贸易为一体的进出口企业。随着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公司积极进行营销渠道战略转型，在传统贸易的基础上，

开辟自身独立的线上销售平台。目前旗下拥有21个业务部，9个加工工

厂和数十家的合作工厂。 

我们的自主品牌“雷诺”服饰先后荣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国际服

装服饰博览会金奖”、“国家免检产品”、“山东省名牌产品”等殊荣，销售

网络遍布中国各大中城市。我们的外贸产品销售遍及欧洲、美国、加拿

大、北非、日韩、东南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并在美国、加拿大分别

设有办事处，在斯里兰卡设有服装加工厂。 

2、校企合作 

（1）组建“雷诺订单班”，双方共同制定或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在师资、技术、设备等办学条件方面合作，利用双方的资源优势，采取

多种形式组织教学，有针对性地完成订单班学生的在校培养。使其掌握

本专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岗位操作技能、企业管理制度，能满足企业生

产经营管理的需要。  

（2）在学院内部成立设计中心，公司提供办公设施，为学生实习

锻炼提供便利机会。 

二、资源投入 



1、人力资源投入 

校方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选派一定数量的服装专业学生

在进出口公司生产车间进行定岗实习，具体人数由校企双方协商决定。

定岗实习期间，进出口公司指派专门技术人员担任实习指导老师，采用

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传授。对于定岗或实习期间表现优异的学生，

进出口公司业务岗位或技术岗位优先给予接纳。 

2、实习实训基地投入 

公司设计中心、各大生产车间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每年提供实习

岗位达百余个。 

3、资金投入 

对于实习学生，公司支付生活补助经费约20万元/年；支付学生实

习实训耗材经费约10万元/年。 

三、参与教学 

1、专业建设 

（1）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对服装市场发展现状、专业人才需求情况、服装专业技能、人

才素质要求等进行调研，把握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及职业院校人才培养

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与学院共同定位人才培养规格、明确人员培养目标

及模式，共同提出专业改革新思路和新方案。 

2、学生培养 

（1）对于每年定岗实习学生，实施“岗位需求引导、行企标准跟进、

双方考核评价”的人才培养模式。 

岗位需求引导是指深入服装行业开展调研，校企共同确定人才培养

目标；行企标准跟进是指将行业企业技术和管理标准引入到课程教学中，



简历包含专业平台课程、职业方向课程及就业岗位拓展课程的课程体系；

双方考核评价包括：专业考核由学院实施，技术考核由企业实施。 

（2）组织开展专业技能竞赛，促进合作院校实践教学进一步深化，

增加教学的实践性环节，激发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联合政府相关单位、同行业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竞赛，如2018年

6月份举办的“雷诺杯”服装设计大赛、2018年11月份举办的“雷诺杯”缝制

技能大赛。 

3、师资队伍 

企业人员参与教学，主要方式有： 

（1）以其企业技术能手、骨干为导师，通过师徒关系，建立结对

学习模式； 

（2）企业优秀技术专家、操作能手，利用生产设备进行现场教授； 

（3） 对于生产管理的常见问题，组织学生现场集中讨论学习。 

四、助推企业发展 

校企合作开展以来，公司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得到了

稳步提升。 

通过校企合作培养，学生直接到企业就业，缩短了公司内部员工再

培训周期，降低了人工培训费用，同时，毕业学生进入公司后即可在最

短时间内为公司创造效益。 

通过校企合作培养，学生进入公司，熟悉公司的安全管理、行为规

范和行为标准，降低了公司新员工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从而降低了公司

的运营成本。 

通过校企合作培养，借助学院在区域内行业、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扩大了公司的社会知名度，提高了本公司的社会效益，从而带动了



经济效益的提升。 

五、 保障体系 

校企共同建立合作运行机制 

1、明确各自职责，签订协议加以保障 

进一步明确校企双方的地位、作用和关系，二者是共同培养的伙伴

关系，学校对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负责，发挥主导作用，我公司把合作

看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支持，直接参与人

才培养。 

2、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 

根据企业岗位需求和岗位能力要求，校企双方共同确定培养目标，

根据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核心课程和教学计划综合安排

学生的教学与企业员工的培训，使得教学过程可控，教学目标明确。无

论是学生还是在职职工，无论是校园或在企业，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六、问题与展望 

1、存在问题 

（1） 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 

大多数学生是因为高考分数达不到本科学校录取分数线才进入高

职院校，高职院校在社会成了“差生”的代名词，导致一些学生对自己的

职业产生了自卑心理，工作缺少自信和活力，频繁转行或跳槽，严重影

响行业企业发展和前景。 

（2）职业教育层次跟不上企业用人需求 

    近年来，企业希望招到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双高的人才，但是

往往发现本科生综合素质强但技术能力薄弱，高职生技术能力较高但是

其他方面比较欠缺，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 



1、 解决方案 

（1）进一步提高一线职业工人的待遇和社会保障，技术工人的晋

升体系和收入分配要更加合理，破除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偏见，梳理普教

职教同等重要的观念，破除轻视职业技能的思想，梳理尊重劳动。尊重

技能的观念。 

（2）国家快速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

校转型，办学实力强的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类本科院校，加强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沟通，积极发展继续教育，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

生的上升通道，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的“立交桥”，为企业培

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