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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阶段产教融合发展新模式



共同体

共同目标 共同行动

相互支持 共同进步

共享资源

共担责任

一致性

协作性

集团性



龙头企业牵头共同体  产教融合发展新阶段
 
       2023年7月25日，首个国家重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暨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在江苏常州成立。

      共同体首批成员单位覆盖20多个省份，包括9所普通高校、34所职业院校、中国中车及其

所属49家制造类子公司，5个产业集聚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支持单位参与。

中国中车将与行业内普通高校、职业院校

共同牵头，联合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

行业组织、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所在地

政府，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共享”

赋发展之能、以“协同”聚创新之势、

以“共赢”促融合之实，努力构建产教

融合新生态。



轨道交通装备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意义 

全国首个重大领域
共同体

探索企业带动的
机制体制改革

产教供需
直接对接匹配

突破高等教育
职普融通

校企实施实质性
双主体育人

行业企业技术创新
同步到教育环节

为其他共同体实施
提供可借鉴模式



建立

健全

实体化

运行

机制

一

构建

产教

供需

对接

机制

二 三

联合

开展

人才

培养

协同

开展

技术

攻关

四

有组织

开发

教学

资源

五

强化

支持

保障

力度

六

建立机制
实体运行

调查研究
供需对接

联合培养
共同培训

打造团队
联合攻关

融技入教
开发资源

政策突破
人员保障

轨道交通装备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意义 



02  新模式全面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运行



校企合作2.0

产教融合3.0

l 行业学校标准共通

l 职业规范培养规范

l 专业对接产业升级
l 区域联合

l 资源共享

l 合作提升

　　企业办学校

　校企合作1.0

企业
开设
学校

区域
职教
集团

行业
共同体

l 校企一体

l 共同培养

l 共用资源

中南华南区域

企业－中高职院校联合

集团化运行

全国产教联盟

“政-校-行-企-园”联合体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政园企校  合作升级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共同体

       到2025年：

l 院校专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布局基本匹配

l 教育教学内容与岗位任务高度契合

l 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精准对接

l 技术协同创新成果有力支撑产品升级和工艺改进

l 政行企校协同育人模式基本成型

l 企业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

l 产业集群国际化水平加速提升

l 为其他行业共同体建设提供成熟的经验和示范

建设目标



共同体联合  实体化推进



共同体整体建设规

划，做好制度建设，

搭建信息化平台，

协助项目推进，组

织协调其他部门相

关工作开展。

综合管理部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工作，负责学科

专业建设及课程资

源开发，制定实训

基地建设、实训装

备开发规划。

能力建设部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和培养项

目开发，建立与学

历继续教育相衔接

的培训体系，负责

共同体师资库建设

和“双师型”教师

培养。

人才培养部

校企协同创新机制、

平台建设及项目实

施。

技术创新部

推动职业教育“随

企出海”模式创新

及国际化人才培养。

国际交流部

秘书处

共同体联合  实体化推进



共同体联合  实体化推进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大连交通大学 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华东交通大学、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郑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山东职业学院、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

课程思政体系
建设组

行业人才需求研究
及专业标准组

一流核心课程
建设组

优质教材
建设组

校企合作典型生产
实践项目建设组 资源库建设组 优秀师资团队

建设组
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建设组

能力建设部组织机构



用好四类资源
l 红色教育基地

开放中车“四个时期”红色教育基地，打造行业
特色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推动红色文化与工匠精
神深度融合 

l 科研协同创新
开放中车11个国家级研究机构、21个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18个海外研发中心，支持共同体内企
业、院校，跨学科、跨领域、跨专业协同攻关

l  生产制造现场
开放各成员企业具有代表性的现场生产产线以及 
218个技能大师工作室，提升院校培养行业人才的
关键能力

l 一流人才队伍
开放含工程院院士的6000余名集团级专家和大国
工匠一流人才库，首批400余名专家已参与院校教
学或兼任产业教授， 打造“双师型” 教师团队 

品字型工作布局

l 课程教材开发
以教育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职业教育专

业教学改革试点“12+5”课程开发为抓手，

将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

学

l 实训基地建设
校企双方“结对子”，先期打造4个（大连、

常州、株洲、成都）国际化、高水平、综合

性实训基地

l 校企联合出海
重点推动中车株机公司与大连交通大学、湖

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中车浦镇公司与南京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墨西哥相关地铁项目

上的合作

健全五大机制

l 组织领导

l 日常推进

l 分工落实

l 调研交流

l 信息平台

共同体联合  实体化推进 重点工作

第1步 
打基础、建机制

第2步
强功能、出成果

第3步
促创新、树标杆



共同体联合  实体化推进

打基础
建机制
落项目
提水平
出成效
找特点
成体系
做标杆

三步走

第1步 
打基础、建机制

第2步
强功能、出成果

第3步
促创新、树标杆



• 建立了领导小组，工作组，设办公室，
    组建专班，专人工作
• 纳入集团和成员单位工作重点
• 制订了共同体章程
• 推进工作出简报，定期推进《国家轨道交通

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工作实施方案》
• 推进《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三年工作计划》
• 出台《共同体机构责任分工》《综合管理部

运行机制》等系列制度，保障运行
• 建设信息共享平台，搭建校企供需沟通平台
• 召开周期性推进会议，开展专项研究会议

共同体联合  实体化推进

完备运行机制  搭建供需平台

平台政策文件

共同体简报周报

校企供需信息对接

共同体简报周报

共同体推进会议
信息共享平台



• 加强调研调度，部署专委会工作重点

• 重点领域课程开发，共同推动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

• 统筹规划分布布点，建设综合型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

• 结对随企出海，擦亮高铁“金名片”

• 共同体高校职校携手，共同推动高等教育

职普融通

共同体联合  实体化推进

深度推进实施  项目载体落地

校企调研现场

重点领域课程框架

项目建设专家指导

共建产教融合基地

马来西亚高铁工坊

墨西哥高铁工坊

高铁工坊随企出海



• 建立校企课程、资源库、师资库、基地

    资源共享线上平台

• 制定基地共用共享制度

• 摸索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学分互认制度

• 探索模块化课程改革

• 红色基地、大师名师、生产基地、科研互

动资源共享

共同体联合  实体化推进

统筹资源共享  推进学分互认
资源共用共享平台

职普融通携手并进

资源共享制度



共同体联合  实体化推进

1.系统联动共同体运行机制业已成型

2.共同体实体化运行机构已上下同步

3.专班专组专人专项建设任务全下沉

4.龙头领衔区域布点专项推进成模式

5.信息平台打通壁垒全面信息已共享

6.校企地共同努力多方受益成效显著

实体化

运行模式



03  轨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重点突破



机制体制持续创新   供需匹配互促进步

共育人才

政策体制

改革突破

普职携手

技术创新

改革突破

信息共享

实时互动

创新突破

师资共用

场地共享

改革突破

实体运行

深度融合

模式示范



供需情况谱系图 匹配情况谱系图

l 牵头和参与制定36个核心工种, 12个新兴复合型岗位的岗位标准

l 完备轨道交通装备行业职业标准体系

l 开发专业教学标准等8个

l 主持并指导完成实训条件建设标准

l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装调”等18项“1+X”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并为600多名企业

员工和3000多名学生开展培训取证

顶层设计出标准、随动产业优布局

l 企业岗位标准－－新岗位、新职业

l 人才匹配报告－－设专业、导方向

l 1＋X证书标准－－联职业、通专业

l 专业教学标准－－明目标、定方案

l 实训教学标准－－晰条件、导升级

l 技能考核标准－－测技能、提水平

l 专业设置标准－－把入口、夯基础

企业岗位标准－专业教学标准

人才匹配报告－专业设置分布

职业技能标准－技能考核标准

实操工作条件－专业实践条件

标准融通　专岗贯通　技术升级　条件匹配



产教平台融团队、校企师资双赋能

刘友梅

校企双带头人
中车株机　制造专业群

刘友梅
院士工作站

段树华名师
工作站谢光明大师

工作室

教师流动工作站
中车子公司　　学校

制备制造研究所
智能制造企业智库

智能制造产业学院
企业班主任　专业班主任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创新团队

樊运新

校企双带头人
广铁集团　　运用专业群

盛金龙大师
工作室

莫坚名师工
作站

教师流动工作站
铁路局　　学校

设备检修工艺研究所

时代工匠产业学院
企业班主任　专业班主任　　

轨道交通装备运用创新团队

刘国友

校企双带头人
通号公司　株所　控制专业群

文照辉大师
工作室

傅宗纯名师
工作站

教师流动工作站
通信信号企业　　学校

智能控制研究所
专精特新企业智库

智能控制产业学院
企业班主任　专业班主任　　

轨道交通智能控制创新团队

彭晋明

校企双带头人
长沙地铁　　运管专业群

肖乾亮大师
工作室

陶艳名师工
作站

教师流动工作站
运输组织企业　学校

智慧管理研究所
一带一路研究所

运营管理产业学院
企业班主任　专业班主任　　

轨道交通智能管理创新团队

一群一团队

大师即名师

岗位双嵌入

职责共分担

工匠进校园

校企育双师



制造企业
产业学院、现场工程师

株机、株所

专精特新企业
现代学徒制、现场工程师

格力　大族

地铁公司
订单班、现代学徒制

广州地铁 长沙地铁

铁路局
2＋1培养班

产教融合基地

企业人
才需求

精准输送
个性培训

量身定制
内核提升

精准对接搭平台、靶向施策育人才

学校培
养响应



 顶层设计共建课程、技术创新融入专业

城轨车辆 高速动车组  磁悬浮列车重载机车

核心大部件先进控制技术、制造技术

整车总体调试、故障预测与远程诊断

智能维修、智能运维、自动驾驶

服务轨道交通装备的全生命周期

• 牵引变流技术
• 永磁牵引技术
• 智能传感技术
• 牵引传动控制
• 智能网络控制
• 先进制动技术

• 列车整车调试
• 故障预测与远程诊断

• 列车自动驾驶
• 自动追踪运行
• 列车智能检修
• 磁悬浮列车

领域核心课程

部件
系统

整车
总体

运维

装备控制新技术

系统检测新技术

信息传输新技术   

新 型 装 备 技 术

检 修 新 型 工 具

智 慧 管 理 技 术

新技术新装备智慧管理

对接领域
前沿技术

12门
一流核心

课程

5个
校企合作
典型实训

项目



l  校企共建轨道交通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建设虚实结合、

开放共享、智慧管理的轨道交通智能实训基地；

l  与中车集团、广铁集团等技术先进的行业龙头企业共同

建设开放共享、三位一体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l 立项国家级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成湖南省首个

5G+VR虚拟仿真云实训平台。基于“云物大智移”的智

慧型实训管理平台，探索智慧化实训管理新模式。

虚实结合，建设轨道交通智能运维实训基地

l探索共建模式

l探索共管模式

l探索共赢模式

l探索人才成长职教路径

 共建基地同管理、产教载体能落地



“轻轨运营维保项目” 
境外顶岗实习

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交
通大学合作开办专业3个
培养500多人服务莫斯科
－喀山高铁

国际人才助力高铁出海

马来西亚高铁工坊 与哈萨克斯坦签署备忘录

教随产出共携手、助力企业出国门



服务发展同进步、技革相承哺专业

校企相互嵌套专业教师 企业师傅

l 与中国中车共同攻关核心零部件研发

l 配套中国中车等企业生产实用新型机车产品

l 牵头区域轨道交通产业中小微企业共建智库和职工培训基地



层面更高　　联动更紧　　生态更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