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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从满足新型显示技术的实际需求出发，实践探索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

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校企联动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出更加贴近实际的新型高素质人才，并设计更

加绿色的新型显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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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starting from meeting the actual needs of 
new display technologies, we will practice and explore a new model of talent training for optoe-
lectron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the school-enterprise linkage talent training model, 
so as to cultivate new and high-quality talents that are more practical, and design greener new dis-
play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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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于 2021 年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计划，旨在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1]，
从而改善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及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对我们日常不可或缺的电子产品等所需的新型显示

技术设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1) 能源效率：新型显示技术应该具备较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即在显示

性能优秀的情况下能够尽可能低降低能耗。例如，发光二极管(LED)背光技术和发光电化学池(LEC)背光

技术，是相对较为环保的显示技术。2) 材料选择：无论是制备、使用还是后处理过程，新型显示技术应

尽可能选择更环保的发光材料。3) 绿色制造：新型显示技术的制造过程应采用环保的制造工艺，并优先

选择绿色的制造材料和化学品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一环。4) 循环经济：新型显示技术的设计和制造

应考虑到循环经济的原则，即在产品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回收和再利用材料，包括对显示器组件和材

料的可分解性和可回收性进行设计，从而有效降低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5) 电子废物管理：新型显示技

术在使用寿命结束后会产生电子废物，因此需要更加环保节能的方式对其进行有效管理。总之，显示技

术的能源效率、材料选择、绿色制造、循环经济、电子废物管理等方面的发展都需要与碳达峰和碳中和

相适应，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新要求也将推动新型显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走向

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向。因此，也对相关的高等教育专业(以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为例)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相应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培养模式也需要做出适应性的实践探索。 

2. 新型显示技术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性 

新型显示技术是指在显示设备中采用了新型的技术和发光材料，从而实现更高的图像质量、更低的

功耗和更好的用户体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型显示技术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在

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型显示技术的发展历程。最初的显示技术主要是阴

极射线管(CRT)和液晶显示(LCD) [3]。然而，这些技术存在一些缺点，比如 CRT 显示器体积庞大、功耗

高，LCD 显示器对于黑色的显示效果不佳。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人们开始研究和开发新型显示技术。随

着技术的进步，发光二极管(LED)显示技术逐渐崭露头角[4]。LED 显示器具有更高的亮度、更好的对比

度和更广的色域，成为了替代 LCD 的主流技术。此外，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示器具有更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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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度、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薄的机身，成为了高端手机和电视的首选技术[5]。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新

型显示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比如，MicroLED 显示技术具有更高的亮度和更长的寿命，被认为是下一代显

示技术的候选者之一[6]。另外，基于 OLED 和发光电化学池(LEC)的柔性显示技术也备受关注，可以将

显示器制作成可弯曲、可折叠的形态，为移动设备和可穿戴设备带来了更多可能性[7]。 
新型显示技术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更高的图像分辨率、更宽的色域、

更好的饱和度和更好的视觉体验。新型显示技术的发展使得图像更加细腻、色彩更加鲜艳、色域更加饱

和，能够满足人们对于高质量图像的需求。其次，新型显示技术可以降低功耗，延长设备的续航时间。

随着移动通讯设备的普及，人们对于设备续航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新型显示技术的采用可以降低设备

的能耗，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最后，新型显示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显示行

业的创新和发展，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和新材料为显示设备的设计和制造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促进了行业

的竞争和进步。综上所述，新型显示技术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不仅提供了更高的图像质量和更好的用

户体验，还推动了整个显示行业的创新和发展。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可以期待新型显示技术在未

来的应用和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目前的课程设置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是一个涉及光学、电子、通信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学科专业[8]。其课程

设置旨在培养学生在光电信息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新型显示技术的需求契合度较高。以下是扬州

大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的专业课程设置： 
1) 光学基础课程：包括物理光学、信息光学、激光原理、光学设计等。这些课程主要介绍光学的基

本原理和应用，培养学生对光学现象和光学器件的理解和应用能力。2) 电子学基础课程：包括电路原理、

电子器件与电路、模拟电子技术等。这些课程主要介绍电子学的基本原理和电子器件的工作原理，培养

学生对电子电路设计和分析的能力。3) 通信原理与技术：介绍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和技术，包括调制解

调技术、传输线路、无线通信等。这些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对通信系统的理解和设计能力。4) 光电子器件

与技术：介绍光电子器件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包括光电二极管、激光器、光纤等。这些课程主要培养学

生对光电子器件的设计、制造和应用能力。5) 光电信息处理与系统和光纤传感技术：介绍光电信息处理

的基本原理和技术，包括光电传感器、图像处理、光纤通信系统等。这些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对光电信息

处理和系统设计的能力。6) 光电材料与器件：介绍光电材料的性质和应用，包括半导体材料、光学材料

等。这些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对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理解和应用能力。7) 光电信息工程基础实验和 PASCO
创新实验：通过实验课程，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加深对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的理

解。 

4.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对新型显示技术的人才输出及存在的问题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在新型显示技术的设计、研发、应用和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主要

的几个作用如下[9] [10]： 
1) 显示器技术和器件研发：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光电子器件和技术方面接受系统的培

训，掌握光电子器件的设计、制造和性能调优等技能。他们能够开发新型显示器技术，如 OLED 技术、

MicroLED 技术等，并应用于产品中。2) 光学设计和优化：新型显示技术需要光学设计和优化，以获得

更好的图像质量和视觉体验。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光学基础和光学设计课程，能够

运用光学原理和工具进行光学系统设计和优化，为新型显示技术提供技术支持。3) 图像处理和算法开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图像处理技术和算法开发。他们可以研发用于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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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技术的图像处理算法，如色彩校正、对比度增强、图像去噪等，以提高显示效果和用户体验。4) 光
电材料研究和开发：新型显示技术需要先进的光电材料，如有机发光材料、半导体材料等。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掌握光电材料的性质和制备技术，能够参与光电材料的研究和开发，为新型显示技

术提供适用的材料解决方案。5) 光电信息系统集成：新型显示技术常常需要与其他光电信息系统进行集

成，如光纤传输、图像处理等。 
虽然目前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目前的课程涉及到光学、电子、通信等多个学科，但大多数是通

识性课程，并缺乏深入光电领域的应用性和前沿性课程；这就导致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的学生

们虽然掌握了光电领域的相关基础知识，但是欠缺实用强的知识，与企业实际相脱轨。 

5.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国家级平台的‘扬州绿色光电产业园’，以产业实际需求为导向，与企业联合

修订专业建设方案，加速企业和院校间的资源整合，共同打造集产、学、研、用、创于一体的产业教育

实训基地。学校与企业平台优势互补，共同参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教学团队建设、课程体系和教学

组织形式的设置、人才培养评价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共同探索产业化人才培养新模式，打造创新的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实践如下。 

5.1. 重塑专业结构 

(1) 革新专业建设理念 
改变传统的“学科导向”专业建设思维，向“产业导向”专业建设思维转变；突破传统单一学科专

业建设思维，“跨学科”组建专业，重新塑造面向光电产业的专业集群，立足光电产业需求领域，面向

产品转型升级现状，围绕半光电产业创新需求调整专业方向，校企双方形成了专业提升方案。 
(2) 升级人才培养平台 
引入企业合作方优质资源，极大改善专业建设条件。充分利用合作企业的产线资源，依托产业研究

院、新型半导体光电子材料与器件实验室等市校合作科研教学创新平台，以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

业大赛、光电设计大赛等赛事为抓手，充分利用企业资源的迭代优势，整体提升专业建设内涵。 
(3) 创建共创共享的教育模式 
打破学生、学校与企业间的单向联系，探索并建立学校、学生、企业间的共创共享的生态循环。依

托学院实现知识生产、知识转化以及产品应用，为学生的创业提供知识载体；依托企业“真题真做”的

全程项目制课程培养，通过成果转化，为学生提供创业项目来源；依托绿色光电产业园的产业孵化功能，

为学生的创业孵化提供支持和场地保障。 

5.2. 重建人才培养方案 

(1) 提升人才培养规格，确立产业创新型人才培养定位 
结合学校总体定位及专业的目标使命，引入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规格，立足高性能光

电材料和器件研发技术需求，校企双方联合制定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规格，培养除了具有用户

思维、产品思维、设计思维、工程思维、科学思维、跨学科协作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外，还具有创业精

神、创业激情和创业潜质，能够理解供应链、实施原型器件制作及产品化的产业创新型人才。 
(2) 校企联合制定与修订培养方案 
建立培养方案持续改进机制，在专业委员会和专家指导委员会指导下，由校企双方共同组成的教学

指导委员会负责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依托合作方优质企业广阔的市场资源和对技术前沿的快速迭代，不

断更新数据资源、技术标准和人才规格，修订培养方案，确保学院培养的人才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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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构课程体系：项目驱动设计课程体系 
以光电产业领域的实际应用场景为培养导向，引入设计与创新思维，建立行业分析–方案设计–样

品制作–产品验证–项目孵化的培养逻辑，以项目贯穿人才培养全流程，以项目驱动学习方式，重组课

程组织结构，以真实应用场景的真问题、复杂问题为切入点，将理论课程内容及实践环节与项目充分整

合，围绕项目重新设计课程内容。同时，创新项目考核方式，在传统知识考核的基础上，强化过程性考

核，着重考察学生的技术能力与非技术能力。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下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校企互驻等模式，双方现已完成 20 余门课程

教学内容建设，在中国大学 MOOC、及扬州大学 EOL 网络教学综合网站等平台上线运行，形成总时长

400 余小时的教学视频，教学效果良好；项目化驱动设计课程体系，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就

业率高，学院荣获校“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近三年，研究生录取率近 40%，其中 70%左右的毕业

生被中国科学院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一流学校录取。本科生以第一作者发表应用性

和基础性 SCI 论文 15 篇。聘任兼职企业导师，与企业合作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9 项，近两

年，产业学院学生获 8 项国省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参加学科竞赛获省级以上奖 36 项，其中国家级

一等奖 3 项。 

6. 结论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代背景对新型显示技术提出更节能、更绿色、更环保和和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是一个涉及光学、电子、通信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学科专业，其培养的人才

与新型显示技术的需求契合度较高，但是所学知识的适用性和前沿性不足仍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因

此，实践探索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以适应新型显示技术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扬

州大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探索的校企联动的人才培养新模式，能够培养实用性、创新性的高质量

人才，为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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