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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效、平台赋力、数字赋能”打造工业 

新基建产教研创集聚地 
 

摘  要：聚焦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内驱不足、路径不宽、辐射不

广等难题，通过建立“部门联席、成果联享、四方联动”的管理机制，

实施“技术赋效、平台赋力、数字赋能”，打造了工业新基建产教研创

集聚地，建设了产业适配度高、办学质量优、特色优势强的专业集群，

应用新技术助力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教学实现（如边缘计算、视觉）；

为智能工厂应用研发等领域构筑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教学资源开

放，实现科教融汇，培养数智高端人才。服务安徽和长三角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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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互联网的应用正在不断地渗透到更为复杂的工业领域，进

入到产业运行过程中，成为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服务品

质，降低成本和改变商业模式的引擎，逐步成为产业竞争力的

重要手段和发展方向。 

2019 年，学校“双高计划”建设方案明确提出“发挥学校

资源优势，提升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开展校企协同

育人，建设工业互联网特色高水平专业群，政产校企共同开发

教学资源；建设产教融合研究院和基于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实

训区；依托产教融合研究院加快高端技术研发；建设全国一流

的开放式共享人才实训平台。实施研学、研用、研产一体化的

项目合作新模式，打造安徽省工业互联网人才培养、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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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培训的集聚地，为区域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二、主要举措 

以《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为指引，学校制定《智能工

厂建设方案》，面向制造全过程的单个或多个环节，通过新一

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具备协同和自治

特征、具有特定功能和实际价值的应用。在省内率先研发了“职

业教育工业互联网平台”。 

学校联合长三角哈特机器人产业研究院、安徽佐标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等获批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依托“一基地五中心”，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

才链、教育链”四链融通。 

 

（一）共建技术服务中心，拓展服务范围 

基于智能制造工厂应用为核心引入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

真实产业项目，依托产业学院，引入数智设备，数据标注、低

代码开发项目，对接真实产业需求与人才需求，共建技术服务

中心，实现产教融合、校企共赢。 

（二）打造科技研发创新中心，助力创新发展 

盘活高校的科技创新资源，对接中小企业的项目研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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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同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以项目方式形成小微新型研发机

构，面向工业互联网最新前沿技术，解决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

中遇到的技术和市场难题。 

（三）夯实创新创业中心，形成创新模式 

以培育工业互联网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为重点，联合园区、

高校、院所、企业，以创新创业融合为核心使命、以科技服务

融合为核心战略、以产教融合为核心特色的“三融合”发展格

局，形成“评价-引进-孵化-催化-熟化-产业化”模式。 

（四）推广工业互联网应用生产中心，培养高端人才 

面向全国院校工业互联网相关专业学生，建立“企业人才

培养模式进中心、企业用人标准进中心、企业研发体系进中心、

企业开发项目进中心、企业技术专家进中心、企业素质文化进

中心、企业管理制度进中心”的七进模式，培养高端人才。 

（五）拓展社会培训及鉴定中心，提升职业技能 

面向企业员工开展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为行业内中小企业提供人员技术素

质提升定制化课程服务，提升职业技能。 

三、取得成效 

（一）开发了高水平专业体系建设和教学资源 

工业互联网教育教学资源中心，围绕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

对接产业链岗位群，与行业企业合作，根据岗位典型工作任务

设计课程模块，并与专业群的各专业职业技能证书有效对接；

以“模块”实现具体专业核心课程与具体岗位需求对接，促进

不同专业间的课程、相关师资和实训资源共享； 突显工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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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技术技能人才的复合型需求，科学构建专业群课程体系和教

学资源。如图 1所示。 

 

图 1 开发的课程体系和教学资源 

（二）建成了真实的、共享的实践与实训环境 

对接工业互联网产业链关键岗位的核心技能，构建新型实

践、实训体系。依托芜湖哈特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埃夫特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新大陆集团等企业和芜湖市工业技术研究

中心等平台，打造真实的实训实践环境，满足了专业群线上、

线下教学和技术技能培训服务需求。如图 2、3所示。 

 

图 2  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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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自主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实训平台 

（三）提升了高端研究能力与创新服务水平 

依托芜湖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业互联网协同创新中心、 

5G+工业互联网实验室、智能工厂产教融合基地、埃夫特机器人

学院、工业互联网校企合作示范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平台，

承接了区域内科技攻关和重大专项等课题，推动了企业技术改

造和产品升级。 

（四）打造了安徽机电示范样板 

依托平台，组建了零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团队、智慧

工厂应用等 11支科研团队，获批了工业互联网基地，承接中小

微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形成了了智能制造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的安徽机电样本。学校荣获省科技进步奖项目三等奖 

2 项（安徽省高职院校仅获奖 3 项），获奖项目创省内高职院

校历年来最好成绩。共签订“四技合同”（技术开发、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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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103项，合同金额 1039.28 万元，

到账 902.11万元，横向课题项目的参与度、社会贡献度等均显

著提升。如图 4、5 所示。 

 

图 4  工业互联网基地 

 

图 5 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全国职教展上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