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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贻芳

协同融合、共建共享，
赋能机器人产业新质生产力

——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教
联合体建设与实践



一、建设思路

目录

二、具体做法

三、成效经验



一、建设思路



地理逻辑

主体逻辑

组织逻辑

“市 域”

“产 教”

“联 合 体”

从“独立”转向“整体”

从“单一”转向“多元”

从“分散”转向“汇聚”

精准化
（优化教育链、激活人才链、
赋能创新链、服务产业链）

实体化
（1个理事会+1个合作委员会

+2个实体机构）

清单化
（人才共享、技术共享、设备
共享、场地共享、成果共享）

1.市域产教联合体的逻辑理路

逻辑维度逻辑维度 内容表征内容表征 核心使命核心使命 关键举措关键举措



2.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基本特征

01 一体双元，即政府作为主体主责主抓手，与教育和产业二元之间，形成一个完整

的系统，通过系统谋划、系统施策、系统监测、系统调整，使得政府、产业、教育

之间在特定细分行业领域，形成良好的资源双向开放循环利用的良好生态。结构上：生态性

02 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一个创新载体，打通产教合作的堵点和痛点，需要一系列创

新性的制度安排；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需要基础性和应用性技术的创新性；培养企

业需要的实用人才，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内涵上：创新性

03 政府、企业、高校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持续博弈中，找到相互

适应的均衡点，不断螺旋式向前推进发展。发展上：适应性

04
以明确的组织结构和产权归属为特征，体现责权利一致、时效度统一。

机制上：实体化



3. 机器人产业链分布情况：长三角与江苏省

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分布热力图 江苏省各地区机器人产业分布及主要头部企业情况

从产业集聚程度看，长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规模庞大，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完善，产业综合实力走在全
国前列，机器人产能占全国50% 以上。江苏省机器人产业发达，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集中分布在
苏州、南京、常州为代表的苏南机器人产业集聚城市，尤以苏州机器人产业实力最强。



“中国工业城市”第三位、“中国工业机器人城市综合排名榜”第三位。

机器人相关企业
1000余家

产值约
3200亿元

机器人上市企业
16家

产学研服务平台
25家

苏
州
市

苏
州
市

吴
中
区

吴
中
区

吴中经济开发区，2022年在全国217个国家级经开区中排名28位，机器人产业规模1030亿元，位居
全国同类县(区)第一方阵。

千亿
千家
全链

千亿
千家
全链

3. 机器人产业链分布情况：苏州市与吴中区



机器人产业
发展困境

 1. 产业规模集聚效应和市场影响力不够
 2. 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不够强
 3. 人才体系建设有待完善

发文主体 相关破解政策

国家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

江苏省

2015年，江苏省教育厅等《关于推进职业学校现代化实训基地建设的通知》

2018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

2020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推进服务型制造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3年，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

苏州市
2022年，苏州市发改委《关于组建生物医药、软件及集成电路、冶金及新材料等产教融合联合体的通知》

2023年，苏州市教育局等发布《苏州职业教育服务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4. 机器人产业发展困境



5.产教融合基础：确定联合体牵头企业-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2012年
开展校企合作

2015年
共建现代装备
制造职教集团

2019年
汇川产业联盟

学院成立

2020年
助推获评江苏
首批产教融合
型试点企业

2022年
联合申报江苏
省职业教育教
师企业实践基

地

2023年
共建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市域
产教联合体

汇川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汇川技术生产岗位实践 汇川参与产教融合论坛 联合开展企业员工培训 汇川专场招聘宣讲会

2022 福布斯
中国工业企业

TOP50

国家火炬计划
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

江苏省
“科技小巨人”

企业

江苏省
高新技术

企业

合作内容

2022年
共建机器人产业学
院获评工信部专精

特新产业学院



成立于2023年, 由苏州市政府统筹、
吴中区政府主责，苏州吴中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吴
中经开区）、苏州市职业大学、苏
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牵头，整合市
域范围113家机器人关键零部件、
本体、系统集成等产业头部企业资
源，14所院校与9家科研院所建立
集科技研发、人才培养、技术孵化、
成果转移和辐射模式等体制机制创
新于一体的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市域
产教联合体。

6.成立机器人市域产教联合体



二、具体做法



1. 政府层面：领导有重视

2024年苏州市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打

造现代化教育高地，打造

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

教融合共同体。将市域产

教联合体建设作为推进苏

州“1030”产业体系

（即10个重点产业集群

和30条重点产业链）的

重要抓手。



2. 实体运营：成立产教联合体指导委员会

创新“1+1+2”的产教融合体制

机制，在市级层面成立产教联合

体指导委员会。在落地实施层面，

联合体建立“1个理事会+1个合

作委员会+2个实体机构”的三层

组织架构，按照“规划决策—统

筹协调—组织实施”三级运行模

式和机制。

产教联合体指导委员会：由苏州市政府、苏州市教育局、工信局、发改委、人社局、科技局等分
管领导组成，开展顶层设计与指导，出台产教联合体发展的支持政策。



机器人产教联合体成立揭牌仪式

校地合作理事会成立

2023年11月，组建1个多方参与的理事会：

理事长单位：吴中区政府

常务理事长单位：吴中经开区、苏州市职业大

学、苏州汇川技术公司组成

副理事长单位：吴中区教育局、发改委、工信

局、科技局、人社局等各职能部门以及苏州吴

中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产业链重点企业、协会、院所等。

苏州市副市长季晶讲话

吴中科创联盟成立

2. 实体运营：设立产教联合体理事会



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教联合体理事会

2. 实体运营：搭建产教联合体运营平台

“产融院”：以联合体建设管理为主承接政府“赋权”清单

“产业公司”：以联合体项目投资、融资为主建设产教“赋能”系统

由苏州市职业大学成立苏州市产教融合研究院（简称“产融院”），与现有的苏州吴中机器人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简称“产业公司”，隶属吴中经开区），作为联合体的2个运营实体。

苏州市产教融合研究院

产业公司——
苏州吴中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机器人产业图谱

梳理机器人产业各个领域，包括上游产业核心

设备及零部件、中游机器人制造以及下游机器

人应用等形成产业链图谱调研企业人才需求岗

位、学历、专业、任职条件等，形成人才需求

清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清单等。
岗位胜任力模型 人才图谱

机器人产业链图谱 数据分析报表

 岗位指引  培养计划  成果转化  可视化分析 岗位梳理与分析  分析报告

2. 实体运营：建设产教联合体信息平台



2. 实体运营：建设产教联合体信息平台

平台纳入由苏州市工信局主办的“苏州工业大脑总服务平台”。



3. 实用人才培养：政府牵头实现专业动态调整

联合体14所院校新增智能机器人技术、机器人工程等相关本专科专业5个，调整、撤销模具设计与制造等不

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老旧专业，产业人才的专业匹配度从82%提升到91%。



院校教师、企业工程师组建

行业专家、企业高管、院校领导
组建

高水平师资联盟

专家咨询团队

产业导师团队

产业链上大国工匠、劳模、时
代工匠等组建

工匠之师

推动联合体企业与学校共同招聘博士及以上高层次人才，探索编制在学校，工作在企业的“双兼双聘”模式；
组建由院士领衔、汇聚名师名匠的联合体高水平师资联盟。

3. 实用人才培养：组建全类型高水平师资联盟



3. 实用人才培养：聚集区域经济发展，建设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联合体校企共建苏州市公共实训基地2个（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苏州市大师工作室5个，省级实践教学基地30
个，积极承接政行企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有组织的开展产品中试、工艺改进、技术研发等技术服务。

开
放
型
产
教
融
合
实
践
中
心

开
放
型
产
教
融
合
实
践
中
心

实践中心培训课程体系实践中心培训课程体系



发布资源服务清
单

东山精密机器人培训 汇川员工自动化技术培训 西门子工厂数字化培训 机器视觉项目制培训工业机器人技术培训

3. 实用人才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

在联合体14所中-高-本院校，构建错位发展、专业互补、协同联动的人才培养体系，贯通中高本产业人才培养，开设中
职服务机器人装配与维护专业与高职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3+3”培养、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与本科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3+2”的分段培养项目14项，还联合开展企业现场工程师、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3. 实用人才培养：行业深度参与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联合以苏州汇川等龙头企业牵头，聚力绿的谐波、赛腾精密等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共建智能机器人技术省级专
业教学资源库并推荐申报国家级资源库，联合开发《机器人智能感知技术》《工业数字孪生技术》等数字化课
程21门，出版《智能制造装备与技术》《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技术》等教材27部。



3. 实用人才培养：标准化+职业教育，开展模式推广

构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标准化+”人才培

养模式，研制的省级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专业学分互认标准体系获认可和推广，牵头

开展“机器人+”行业岗位标准、专业人才

培养标准、专业教学标准、专业教师及师资

队伍建设标准等4个人才标准的制订工作。



联合体校企成立“苏州机器人
质量创新联合中心”，编制和
启动9项产业团体标准开发，
获批共建江苏省发改委的机器
人与智能装备技术工程研究中
心、工信部智能机器人专精特
新产业学院、核心零部件创新
联合体等各类科研平台6个，
共同申报机器人各类重点研发
项目，在机器人新材料技术、
先进传感检测等5个方面开展
协同研究、项目攻关。

4.技术创新：共建共性技术平台，开展有组织研发和成果应用



三、成效经验



1.主要成效：人才供给量质齐升

2023年共引进、培育百名高层次人才、千名卓越工程师、万名现场工程师，组织开展人社、教育和行业技能大
赛、创新创业大赛12个，累计参赛人数达3000多人，精准、充足、高质量人才供给，保障了产业的成长壮大。



• 绿的谐波精密谐波减速器的技术打破
了国际垄断，实现了进口替代，其产品
销量全国第 1、全球第 2。

追觅科技位列服务机器人第一梯队，其高
速马达可20万转/分、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成功跻身全球独角兽榜单。

1.主要成效：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赋能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在上游核心零部件领域，谐波减速器关键技术率先打破国际垄断；在中游机器人本
体方面，家用清洁机器人、坐标机器人的技术性能全球领先；在下游系统集成领域，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广泛应
用于消费电子、医疗、家电等智能场景。

• “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性能提升与应用项
目、工业机器人智能操作系统项目”3项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立项。

• 苏州汇川产值突破300亿，位居国内
工控行业第1，其伺服、变频、PLC产品
销量全国第 1（国产品牌）。



实现产业“全强优”高质量发展
产学研用的良好生态体系促进产

业优化布局快速增长，2023年吴

中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规模

达到1308.5亿元，同比增长

28.2%，产业链集聚企业1000余

家，新增300余家，基本形成了

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发展格局。

1.主要成效：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1）善于报政府，政府支持和参与是最大保障
政府躬身入局，调动和整合各方资源，系统化推进，形成一定的约束力

（2）勤于跑企业，企业需求和合作是最大资源
树立市场化思维，注重责权利统一，推动校企合作发展可持续

（3）敢于搞创新，校企合作制度创新是最大优势
重点围绕人才培养和有组织科研，系统化、有步骤推动机制和举措创新

3.经验启示



敬请各位代表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