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目 录

一、概述 ..................................................................................................... 1

二、企业概况与校企合作历史 ................................................................ 2

三、专业建设情况 .....................................................................................3

1.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对应性 ..................................................... 3

2.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 ......................................................................5

四、建设目标 .............................................................................................5

五、建设内容与实施举措 .........................................................................6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6

2.优化课程体系 ..................................................................................8

3.开发优质课程资源 ..........................................................................9

4.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学团队 ....................................................10

5.校企共建“五位一体”的校内实践中心 ................................... 10

6.推动应用技术创新 ........................................................................11

六、预期成效 ...........................................................................................12

1.专业与教学资源建设成效 ............................................................12

2.“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成效 ................................................... 12

3.科研平台建设成效 ........................................................................12

4.人才培养成效 ................................................................................13



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

一、概述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

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2020年 11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指出“我国成

为世界汽车产业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正

由零部件、整车研发生产及营销服务企业之间的“链式关系”，逐步

演变成汽车、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多领域多主体参与的网状生态。

推动形成互融共生、合作共赢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电气与汽车工程学院基于“双链融合，研创互促”的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紧扣产业链关键技

术，推行“任务引领，项目化实施”的课题改革，在学校“产科教深

度融合”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理念引领下，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打造新能源汽车专业群。

江苏省作为制造业强省，同时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重要销量基地，

据江苏省汽车流通协会对外发布 2023年全省汽车流通领域相关数据

统计显示，2023年江苏省机动车销售 311.8万辆，同比下降 6.3%；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销售 59.3万辆，同比增长 42%。新能源汽车产

业是江苏省“1650”、扬州市“613”产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紧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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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绿色化、网联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围绕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一大批与新能源相关汽车企业孕育而生，同时带动新能源汽

车服务业的发展，急需一批能够充实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系统安

装调试、检测维修、参数标定、车联网产品应用、网络服务等岗位，

具备良好专业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新能源

汽车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新机遇。

二、企业概况与校企合作历史

围绕扬州“汽车及零部件”特色产业，2016 年由中央财政资助

140万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实验室；2018年，随着国家推动新能源汽

车发展系列政策的出台，学校紧密对接产业，与比亚迪、天嘉智能等

企业合作，逐步形成了校企资源共建共享、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路径。

2021年 5月，组建新能源汽车专业群，与比亚迪合作全面开启产业

学院建设，9月学院首届招收学生 358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车、

网、服”一体化的产业学院发展方向。连续三年，产业学院累计招收

学生 1278人。

学院拥有 3900平方的实验实训场所，设备估值 7580万元。在学

校“政校企行协同育人”框架下，与 100余家规上企业开展合作，成

立扬州“341”现代产业产教联合体，校企共同研制人培方案，推进

比亚迪班建设。2021年，比亚迪在学院投放价值 1200万元系列整车

及零部件装备，共建新能源汽车实践创新中心，建成省内新能源汽车

领域重要的技术创新基地、人才培养和社会开放服务平台，获批教育

部就业对接育人项目。

https://www.baidu.com/link?url=KWOVl903xtgURa3fgHXUXnalWedNSKC6AbNB7dyT4AWUkCJUCuUZuLEcXnsRS9JNR3s7hj8heeSRlOS4q9xMibttoLHF4xR2VIMRJUC7K_y&wd=&eqid=bb6fc8ac000949050000000465be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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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建设情况

1.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对应性

（1）服务国家新能源汽车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

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35）》强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不断攀升，由“培育期”进入了“成长期”。2023 年新能源

汽车持续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58.7万辆和 949.5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35.8%和 37.9%，市场占有率达到 31.6%。据《制

造业人才规划指南》，2025 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新增人才需求

约 103万人，其中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约 43万人。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快速发展，急需大批“品行正、懂技术、精技能、敢创新”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紧密对接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契合江苏省“1650”，扬州市“613”产业体系重点领域发展的

战略目标，以“新能源汽车”的电动、智能、网联、共享技术应用为

发展方向，面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为核心，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业为支撑组建“覆盖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前后市场，重点服务新能源

汽车制造”的全面对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专业群。

（3）高度契合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素质人才需求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群，聚焦产业链下游整车及服务领域。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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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产业链，上游涉及新能源汽车零配件制造，中游涉及新能源汽

车整车制造与装配、下游涉及新能源汽车销售与维修检测。机电一体

化技术专业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构成服务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

的技术核心，重点培养工业机器人应用维护和自动生产线装调与系统

集成等方面的人才；服务于汽车零部件制造和汽车整车装配制造的自

动生产线升级改造和现有自动生产线的运行维护；服务于新能源汽车

电动机、动力电池、电控系统等“三电”系统安装与调试。新能源汽

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和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专业重点培养新能源汽车

检测与维修保养、新能源汽车售后技术支持的专门人才，服务于汽车

产业链的后市场。组建专业群，能够有效提升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的整体能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制造走向智能制造，实现集群发展，协

同培养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4）群内专业精准对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核心岗位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庞大，具有多学科综合、技术复杂性高的特点，

上游涉及新能源汽车零配件制造，中游涉及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与装

配、下游涉及新能源汽车销售与维修检测。群内专业精准对接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整车研发试制，装配、调试，整车检测维修，车身结构设

计与修复，营销与服务等 14个核心工作岗位。围绕岗位核心能力培

养，由机电一体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系技术、汽车制造与试验

技术和电气自动化技术组建新能源汽车专业群，组群逻辑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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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能源汽车专业群组群逻辑

2.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

围绕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聚焦新能源汽车“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轻量化”融合发展关键技术。专业群针对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的整车试制试验，电池、电机、电控检测与维修，关键零部件

3D打印试制，车身修复，营销与售后服 务等核心工作岗位群，培养

具有爱岗敬业、精益求精、沟通合作精神，能够从事新能源汽车检修

和销售服务、辅助设计研发以及生产制造等工作岗位，具备技术创新、

综合运用、精准服务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四、建设目标

扬州市职业大学围绕江苏省“1650”产业体系和扬州市“6群 13

链”发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的重大战略部署，服务《国家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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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接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培养服

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品行正、懂技术、精技能、敢创新”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到 2027年，面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核心岗位，持续推进 1+X 证

书制度下的产教科深度融合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打造国内外行业专家

领衔的高水平双师团队；建设开放共享的课程教学资源；建成高水平

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打造引领行业进步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聚焦新能源汽车制造与检测维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以

“产业引领、校企共建、要素融合、示范引领”为思路，完善“双链

融合，研创互促”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与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新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多主体协同，构建深度产科教深度

融合，以新能源汽车技术为引领的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将产

业学院建成为服务区域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行业人才培养、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的高地，建设成为以技术服务为重要支撑、人才培养成效突

出的产教科深度融合高水平专业群。专业群综合实力全面提升，建设

经验在江苏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可推广可输出的品牌，为进入

江苏省高专业群奠定坚实基础。

五、建设内容与实施举措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生产性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依托江苏省现代产业学院团队，

对接产业链关键技术分析比亚迪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岗位工作任务和

职业能力，确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专业基础+核心技能+项目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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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实践”的课程体系，实现专业课程与企业实践之间有效衔接，

将企业文化、工艺技术和管理规范等融入课程内容。“双侧对接”研

制人才培养核心能力图谱，“双链融合”构建课程体系，“岗课赛证”

融通育人模式改革。以产业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了从产业需

求出发到高质量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双链融合，研创互促”

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双侧对接、育训一体”的育人新生态。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职业岗位，如图 2所示。

图 2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职业岗位

“育训一体”拓展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衔接路径，建立“双场互

融”教学模式的运行机制。以“企业共性需求+校企合作开发”为驱

动，教学过程紧密对接生产过程，结合企业生产场景开发教学场景，

联合区域头部企业，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打造产教融合集成平

台。建立“双场互融”教学模式的运行机制，实践基于项目的校企“双

导师”教学形式，将企业实际生产过程融入教学过程。建设将“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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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活案例”转化为“真实、完整、典型”教学项目的项目转化机制；

将平台项目融入课程模块，推行“学习场”与“工作场”双向互融，

教学方法与先进生产方法结合，以学生为中心，实践系统循环教学。

“双场互融”教学模式运行机制，如图 3 所示。

图 3 “双场互融”教学模式运行机制

2.优化课程体系

依据职业能力发展的逻辑规律，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实现学生从

新手到生手、生手到熟手、熟手到能手的“三转变”，促进学生职业

能力的提升和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结合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梳

理出适合现代产业学院的职业岗位及其典型工作任务，将职业领域转

向学习领域，全方位融入劳动教育、课程思政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1+X 证书制度等；根据“岗课赛证”融通原则，构建出产业学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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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群）校企合作课程体系，如图 4所示。

图 4 新能源汽车专业群课程体系图

3.开发优质课程资源

对照新能源汽车专业群现代产业学院产业链中的新业态、新技术、

新岗位，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等专业教学资源、典型

生产实践项目，开发活页化教材和基于云服务的信息化互动式教学资

源，充分应用现代信息化教育技术，全面推进新能源汽车技术相关课

程的资源建设，提升教学资源库的容量和质量。采取“企业工程师主

导、学校教师为主体”的教材开发模式，在教材开发过程中，学校教

师作为编写的主体，具体承担教材的编写、配套教学资源制作的工作，

企业工程师主导整个教材的开发过程，提供案例、产品手册等素材，

并对教材编写目录、进度、质量等方面进行管控。



10

4.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学团队

现代产业学院是“产”与“教”双向的主动选择，同时具有“产业”属

性和“教育”属性，通过产教相互促进融合，服务产业链，延伸教育链，

打造人才链，促进创新链。项目重点以提升教师工程实践能力、科研

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为目标，加强师资培训，通过内培外引，着力打

造一支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产业学院充分发

挥企业工程师、技能大师引领示范作用，推进“专任教师能实践、企

业导师能指导、技能大师能教学”，形成“三师三能”型师资团队。

5.校企共建“五位一体”的校内实践中心

以“江苏省智慧制造产教融合集成平台”“江苏省机器视觉智能

驱动装备工程研究中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为平台，对

接岗位需求设计实践教学项目任务，“课—证—学—训—赛—创”融

通，开展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结合技能大赛、“1+X”认证标

准，进行职业综合素质教育，增强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过程

的互动性，团队分工协作解决具体问题、完成项目任务。

根据企业岗位要求，优化由课程实践、综合实训、认知实习、跟

岗实习、顶岗实习和社会实践、科技创新活动等环节组成的新能源汽

车技术相关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深入推进“引企驻校”，升级、

改造、建设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企业生产、技术服务和创新创业

“五位一体”的校内实践中心。校企共同打造“新能源汽车技术培训

学院”，遵循培养一流的新能源汽车技术高层次技能人才为宗旨，打

通新能源汽车技术企业从业人员的可持续发展通道，计划每年为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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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企业培养、培训和鉴定岗位需求人员 2000人次以上，力争建设

成为区域新能源汽车技术服务生产性职业技能鉴定、培训、实训基地。

申请建设省级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省级以上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典型生产实践项目建设、省级以上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赋能

实践教学质量和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6.推动应用技术创新

秉承“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校企合作

理念，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发挥“江苏省机器视觉智能驱动装

备工程研究中心”“扬州市新能源汽车智联驱动与协同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平台功能，通过打造高水平教

学团队、构建课程体系、举办技能大赛以赛促教、促进科研与人才培

养良性互动等方式助力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为区域产业发展培养既

具备创新能力、又擅长应用实践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

加快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

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勇挑重担。

依托省、市两级工程研究中心，搭建“产学研创用”五位一体的

产科教协同平台，主动融入技术创新。通过引入“双创”制度，以校

内创新结合校外创业，积极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创新创业，缩减学生就

业适应期。充分利用产业学院合作企业的师资、实训基地等资源，共

建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平台，校企“双导师”指导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

训练与实践。根植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打造“学创工坊”，开

展“科研+育人”传承行动、“项目+实践”创新行动，通过高年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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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低年级的“阶梯化”导生制形式，“多维度”引导学生开展创新实

践。

六、预期成效

1.专业与教学资源建设成效

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教学标准不少于 10项；校企合作开发典型生

产项目不少于 50项；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新形态一体化

教材 2~3部，省级以上规划教材 1~2部；建设 5门以上专业主干课程，

开发颗粒化教学资源不少于 500条；建成省级以上在线课程、专业一

流核心课程 1~2 门。获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1项。

2.“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成效

新建 1～2个“劳模工坊”“工匠工坊”，新增“技能大师工作

室”1个。创建省级以上教科研创新团队 1～2个，培养省优秀青年

骨干教师 2～3名，新增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3～5名，新增专业骨

干教师 5名左右，培育省级以上“青蓝工程”“333高层次人才”等

人才项目 1项。高级职称比例大于 40%。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

的比例大于 95%，教师在省级以上教学能力比赛或技能竞赛中获奖

3～5项。参加省级以上比赛获奖。

3.科研平台建设成效

新建市厅级以上工程研究中心 1个；完成省级以上纵向科技项目

2～3项，开展各类科研项目不少于 50项，开发新产品不少于 10件；

服务中小企业不少于 50家，实现技术服务横向到账经费不少于 500

万元，科技成果转换不少于 50万元；发布国家标准 4～5项；二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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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刊发表论文 5～8篇；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 10件。

4.人才培养成效

产业学院学生一次就业率超过 99%，就业对口率超过 78%。学生

参加省级以上技能大赛获奖，打造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1～2个，孵化

创新创业团队 3~5个；学生参加“互联网+”“挑战杯”等创新创业

比赛、职业规划大赛中获省级以上奖励 3～1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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