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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基础 

（一）产业背景与人才需求 

1．产业背景 

机电技术是现代工业领域不可缺少的主要技术之一。近年来在国家产业政策

的支持下，企业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装备更新，设备维修和管理已经成为

企业安全、经济、稳定运行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企业需要掌握机、电、液和控

制技术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对机电设备进行安装调试、检测、维修和管理。《山

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中国制

造 2025’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向智能

制造、协同制造、绿色制造和增材制造方向发展。”2017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推广。积极培

育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工业设计，推广个性化定制、装配式建筑等新业态新模

式”。2018 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深入落实《<中国制造 2025>山

东省行动纲要》，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努力打造质量效

益好、创新能力强、品牌价值高、安全环保节能的山东现代工业。”2018 年 2月

13日，省政府印发《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根据规划内容，

预计到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57%以上，万人机器

人数量达到 200台以上，全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国内领先。智能制造是

当前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大趋势，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是加快全省工业新旧动能转换

的重要举措之一。 

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淄博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知》中

提出：2018 年，淄博市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

程为统领，以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市为突破口，突出以“四新”促“四化”，扎实

做好“高、新、轻、绿”四篇文章，着力构筑“753”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淄博

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步伐。大力推进制造业与大数据、互联网、人

工智能深度融合，高水平建设 10 家智慧工厂和 100 个智能车间，积极争创“中

国制造 2025”国家级示范区。 

在上述趋势下，未来几年我国智能制造行业将保持 11%左右的年均复合增



 

 2 

速，到 2023年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2.81 万亿元，行业增长空间巨大。 

2．人才需求分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中

提到：2020 年技能劳动者需求将分别比 2015 年增加近 3290 万人，其中高技能

人才需求将增加约 990 万人。到 2020 年，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 1.4 亿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 3900 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 28%左右。智能制造

所需的专业知识分散在高职不同的专业中，培养适应智能制造生产模式的复合型

人才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产业转型升级还对不同工作岗位人才岗位能力

要求有所变化。根据《中国制造 2025》规划给出的相关政策，规划中明确了技

术改造的时间表，2017 年迎来了大范围的设备改造，制造类规模生产企业有一

半实现全自动化生产。技术工人既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要具备熟练的动手操

作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能力。 

（二）学院建设背景 

按照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依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学

校办学定位，调整学校的专业布局，实行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对专业实行 A、B、

C三类管理，重点扶持紧密对接区域支柱产业发展需求、有良好办学效益的 A类

专业，并将其培育成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品牌专业；逐步撤、并、转部分社会

需求低、招生就业效益差的 C类专业，瞄准智能制造和节能环保新技术，做强机

电、化工类专业。加大相近专业的资源整合力度，科学、合理规划专业群。围绕

淄博市重点发展产业，科学规划专业群，重点建设创意设计、电子商务、通信技

术和智能制造 4个专业群。大力培植与行业产业结合紧密、竞争力强的专业，逐

步形成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具有较强内生力和拓展力的专业体系。

“十三五”期间，招生专业保持在 30 个以内。其中，新设置专业重点瞄准社会

人才需求和区域特色产业，全校每年新设专业的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2个。 

（三）建设基础  

1．专业群建设基础 

学院 1996年建设机电技术及应用专业，2009年建设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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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建设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现有在校生 780 余人。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和

发展，智能制造专业群在校企合作、教学条件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形成了

明显的办学优势和特色。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做强机电类专业，

重点建设智能制造专业群，为专业群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和条件基础。 

专业群现有专任教师 46人，兼职教师 23人。专任教师中，在读博士 2人，

占比 4.3%；硕士 39 人，占比 84.8%；高级职称 7人，占比 15.2%；讲师 32人，

占比 69.6%；技师以上 17 人，占比 37%；双师素质教师 33 人，占比 71.7%。近

几年专业教师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5 篇，其他教科研论文 80 余篇，主编

参编著作教材 10余部，主持省级以上课题 7项。 

经过多年建设，专业群成果丰硕，建成山东省精品课程 1门，获得省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 2项，山东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先进案例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

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2 项。学生获得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5 项，省机电产品创新设计竞赛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10 余

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3项，大学生科技社团和大学生测绘建模社团被评为山东

省大学生优秀社团。 

2．牵头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关系 

智能制造专业群目前包括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机械设计

与制造和工业机器人技术 4个专业，均为装备制造大类，隶属于学院机电工程系，

现有在校生 780余人。 

核心专业电气自动化技术和重点专业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为学院特色专业，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同时为校企合作共建专业，教学条件建设突出，机械设计与

制造专业是在前期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专业基础上进行的调整，各专业经过多

年的发展，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教学资源整合、实训条件条

件、师资团队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了一

大批的优秀人才。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为 2018年新增专业，2019 年开始招生。 

（四）存在的问题 

1．师资队伍发展不均衡 

专业群内各专业师资队伍中，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双师素质的数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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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不均衡，职称结构还不完全适应专业群发展的需求，专业教师的专业技能、

信息化教学能力、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2．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尚不完善 

初步创建了学校与企业相结合、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工作与学习融

通、理论与实践融通、教学标准与岗位标准融通、职业技能训练与职业素质养成

融通的“两结合、四融通”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一体化教学模式和模块化

课程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 

3．实训教学条件尚不体系化 

智能制造专业群各专业具备基本的实践教学条件，但距离培养智能制造人才

的需要有差距，缺乏具备培养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开展项目研究、社会服务功能

的实训基地。实训室数量不均衡，满足专业群需求的实训教学条件还不够体系化。 

（五）采取的主要措施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队伍水平 

开展“家校心桥”、学习模范教师、举办主题演讲、教师技能竞赛等活动，

从教师的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纪律、职业作风、职业技能等方面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通过参加国家和省级培训，企业调研、企业实践、参与企业技术改造

和挂职锻炼等形式，加强教师的培训。依托校内外实训基地，选派专任教师到中

达电子（江苏）有限公司、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新景表业有限公司、西

铁城（中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纽氏达特行星减速机有限公司等企业学习

新技术、新工艺，教师每年要到相应企业生产一线专业实践或挂职锻炼 1个月以

上。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为新进教师制定培养计划，选择具有教学经验丰富和

实践技能突出的双师素质教师或企业专家对青年教师进行“传、帮、带”，提高

教师的职业教育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通过加强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以提升双师素质建设为重点，引进校外技术专家为补充，建设一支专业素质高、

实践能力强的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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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两结合、四融通”人才培养模式和“四化”课程体系 

实施学校与企业相结合、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工作与学习融通、理

论与实践融通、教学标准与岗位标准融通、职业技能训练与职业素质养成融通的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依托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

司、中达电子（江苏）科技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和校内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

引入企业实际生产项目和任务，实现职业素养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

程与企业岗位需求结合。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制定实践教学项目，完善实践教学体

系，建立实训教学指导平台，引入企业技改项目，实现实践教学与企业技术改造、

项目升级相结合。 

以智能制造企业职业岗位能力需求为导向，加强专业群课程体系整合优化，

校企合作开发与国际标准对接的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将智能制造新技术、

新工艺引入课程，围绕智能制造典型环节，优化工学结合“四化”课程体系，即：

课程结构模块化、课程内容综合化、课程实施一体化、课程评价开放化。 

3．完善实训教学条件 

推进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围绕智能制造专业群的核心能力的培养，遵循“开

放性、先进性、多样性”的原则，在现有实训场所的基础上，投资 1100 万元新

建智能制造实训基地、3D 打印创客中心、工业机器人实训室、机电一体化实训

室、电气 CAD实训室以及单片机应用综合实训室等 6个实训场所，建成与人才培

养模式、课程体系相匹配的产品生产型、技术应用与研发型实训基地，将基地建

成省内一流对行业有较高影响力的校企一体化实训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