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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是衡量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专业群建设水平制约着应用

型本科高校的发展前景。因此，做好智能制造专业群的建设与发展规划，是所有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关注

热点。教、研、学、赛作为专业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专业群有效处理了

它们之间的关系。考虑创新能力是检验学生培养成效的主要手段，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过

程中注重各方面资源协调发展，实现了专业水平和学生素质培养的相互催化作用与良性互动，将专业群

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和育人基础，使其在同类型高校中始终保持前沿性和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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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group is an impor-
tant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the level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and the level of pro-
fessional group construction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
versitie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
fessional groups is a hot topic of concern for all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eaching, re-
search, learning, and competition are important task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groups.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group 
of Zhuha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effectively handled their relationships. The consid-
er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is the main means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 culti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group at Zhuha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resources, 
realizing the mutual catalytic effect and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level and stu-
dent quality cultivati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professional group are transformed into teaching 
advantages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s, so that it always maintains its forefront and leading po-
sition among simila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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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珠海科技学院立足广东、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进行顶层设计，明确办学定位和区域性、创新性、应用

型大学建设思路。学校围绕广东省和珠海市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对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国家战略，

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形成了协同构建培养模式、协同研究课程设置、协同开展专业建设、协同组织

教学管理、协同进行绩效评价“五协同”育人机制[1]。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成果在教育部产学合作综合

改革试点专业、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中得到应用，受益学生每年达 1900 余人；产教融合平台影响

深远，连续举办了广东省高校科协学术沙龙、产教联盟活动或国际学术会议；应用于珠海市人社局职业

技能精准培训，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纳思达等上市企业的高度赞誉[2]。学习强国、中

国教育在线、经济信息网等权威媒体多次报道建设成果，微课视频被推荐至学习强国慕课资源预稿库，

产生积极社会影响。为同类高校探索智能制造专业群全方位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2. 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现状 

2.1. 建设背景 

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明确指出，2025 年全省制造业全面进入智能化制造阶段，

基本建成制造强省。2020 年 5 月 20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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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为全省战略性产业集群发展绘出了“双十计划”路线图，意见明确了智能制造在

“双十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珠海市提出了“4 大主导产业 + 3 大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计划，进一步

延链补链强链。上述国家、广东省和珠海市的战略性布局均表明：加强建设智能制造专业群，构筑该领

域的先发优势，不但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智力源泉，也是助推广东省

和珠海市产业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2. 发展优势 

珠海科技学院自 2015 年始有效、有序地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电工程专业为制造基础，以

机器人工程、车辆工程专业为产业支撑，以机器人产业学院为载体组建智能制造专业群。智能制造专业

群秉持“面向产业、服务产业、引领产业”的理念，坚持将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经过多年建设，智能

制造专业群已具备明显的特色与优势，是教育部产学合作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珠海市优势学科的理论结晶，校企共建共享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广东省现代产业学院、

广东省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10 个国家、省、市级实践创新平台，有力

推动了学校工科建设[3]。目前校企合作建设产学研教材 9 部及配套多媒体课件、电子资源，形成了系列

化、立体化教材体系，为同类院校提供了共享的教学资源；拥有 6 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或精品课程，教

材成果被 100 多所院校选为主用教材。育人成效突出，已形成“突出应用创新、产教深度融合、实施顶

岗实习、就业无缝衔接”的特色育人模式，近五年获得互联网+、挑战杯、全国机器人大赛等省级以上奖

项 103 项，其中国家级 44 项，发表论文 28 篇，授权专利 17 件、软著 11 件，立项省级以上创新创业项

目、攀登计划项目 24 项。 

3. 智能制造专业群发展规划 

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专业群采取与研究型大学、职业院校相互错位发展的建设思路，引入德国技

术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标准，借鉴与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研发中心、ABB 机器人(珠海)集团公

司等大型公司的产学研合作经验，首先集中优势资源着力改造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内容；其次立足珠海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智能装备与智能系统制造，为学校和产业界发展搭建合作平台；最后将智能制造专业

群的办学模式和建设成果推广到广东省乃至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形成品牌效应。 
1) 专业建设。发挥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广东省智能视觉精密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珠

海市智能视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高层次科研创新与技术服务平台优势，吸纳更多与高端制造产业相关

的主体加入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行列。 
2) 培养模式。推行“思政育人 + 协同育人 + 创新育人”培养模式，参照德国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应

用型人才培养标准，将智能制造专业群建成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兼有创业就业、科学研究、技术创

新、科技服务等多功能融合的“特色人才培养基地”。 
3) 双师团队。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积极承担省市教研项目，打通青年人才晋升通道；继续

通过引进外培、兼职挂职、企业科技特派员等方式，提高双师教师数量与质量，使双师比例超过 90%。 
4) 产教融合。深化“共建、共管、共享、共赢”治理格局，吸纳世界知名公司(西门子、ABB 等)合

作育人理念，激励企业专业建设积极性，根据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及时更新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实

践模式，共建智能制造核心课程群及高水平实践教学平台(基地)。 
5) 服务社会。提升智能制造专业群内涵、特色与品牌效应，强化专业群的协同育人作用、技术引领

作用和服务社会发展作用，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创新服务支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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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过程 

4.1. 建设教学资源 

1) 抓住发展机遇，建设产业学院 
紧抓制造业转型发展与新工科建设的大好机遇[4]，持续推进智能制造类课程纵深化改革，与 ABB (珠

海)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机器人产业学院，整合了高校、政府、行业、企业资源，建立了以应

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兼有学生创业就业、技术创新、科技服务、继续教育等多功能、多主体、深度融合

的新型办学实体，目前已成为学校新工科建设与产业化落地见效的重要载体。 
2) 构建金课体系，打造特色资源 
开展“学科特色模块 + 专业升级基础”资源库建设。打造了“NX Molding + 机械制图”“NX PDW 

+ 机械设计”“UG CAD + 数控加工”“机器视觉 + 传感控制”及“工业机器人应用 + 创新设计”五

个特色资源库。 
3) 整合企业资源，强化产出效益 
充分利用企业资源，贯彻“专业认证 + 顶岗实习”制度。与 ABB (珠海)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西

门子工业软件上海研发中心联合开展订单班及专业技能认证考核，每年选拔 60 名优秀学生进行为期 1 年

的顶岗实习；以企业生产一线为课堂，采取校企联合施教、共同考核的方式，对“3 + 1”校企联合培养

实习生开设 4 门企业必修课程；形成了校企共同论证毕业设计题目、实践过程联合指导、技能认证联合

考核的长效工作机制及顶岗实习期管理制度体系。 

4.2. 优化师资队伍 

一支师德师风高尚、富有责任心的教师队伍是专业群建设的关键。我们坚持提高教师职业道德、教

学质量、教育科研等业务水平，端正教师工作态度，明确人才引进、培养培训等人才政策，确保师资引

进、培养和晋升通道畅通。在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专业关联性，从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到实

训课程的建设思路，组建了一支智能制造核心课程群教学创新团队。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中，遵循教育部

倡导的“金课”建设原则。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及广东省教指委委员、教育部教指分委中南地区工作委

员会委员的传帮带作用，按照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特色和思政规划开展智能制造核心课程群教学创新团

队建设。同时，我们依据学校三个层次人才工程和博士提升计划，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去智能制造工程

领域科研和教学有特色的高校进修访学或进相关企业挂职锻炼，制定了“青年教师深造和骨干教师成才”

的递进式智能制造核心课程群教学团队培育方案，为形成团队核心、教学骨干和后备梯队相结合的双师

双能型创新团队奠定了基础。 

4.3. 强化基础设施 

充分利用现有校内平台积极服务地方，以服务优势增强企业办学积极性[5]，持续引入合作企业实训

平台与技术，大力改善实践教学软硬件环境。 
1) 教学场地 
依托广东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珠海市优势学科，发挥 6 门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和省级精品课

程的建设效应，充分利用广东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基础条件，补充购置新工科急需的工业级 3D 打印

机等常用设备，充实工具、模具、教具、图书资料及展览品，完善专业教室及专修室的建设。 
2) 实践场地 
依托广东省智能视觉精密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珠海市智能视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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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学院(机器人)、珠海市工业设计与模具公共创新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充分发挥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研

发中心、上海联宏创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埃维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三个省级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的

作用，不断完善实践教学环境，拓展各类实践项目，以创新和实践带动课堂教学改革，持续改进教学质

量。 

4.4. 深化产教融合 

近年来，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专业群聚焦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新需求，注重理论知识与行业实践的

有机结合，围绕服务珠海“产业第一”和“4 + 3”产业体系发展，将专业建在产业链上，以专业为导向，

不断搭建产教融合创新载体，充分发挥企业资源优势、政府政策优势和联系纽带作用，深入开展校地企

合作，打通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供给的“最后一公里”。通过组建广东省现代(机器人)产业学院，激发区

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了产教融合发展的新突破。 
1) 合作育人模式 
实施“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模式。校企合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建新工科课程和企业实用课程，

并在核心课程等教学内容中，融入共建企业的前沿技术、创新经验等内容；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以项目

为载体，以能力为导向，项目驱动达成知识向能力的转化与飞跃。 
2) 师资队伍构建 
形成校企导师互访交流常态化制度，鼓励企业教师驻校施训，在教师评聘、奖惩考核、优惠薪酬等

方面建立激励性政策，确保企业教师每学期定人定岗轮流驻校开设实训课程。 
3) 实践基地建设 
智能制造专业群积极推动构建产教深度融合协同育人平台，坚持“以专业群对接产业群”，立足粤

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珠海市的独特区位优势，充分发挥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利用高校科研平台的资源

优势，通过广聚资源以多种形式深化产学研合作。 

4.5. 拓宽社会服务 

1) 就业指导 
智能制造专业群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和就业质量位居广东省同类院校前列，据毕业生调查反馈表

统计显示，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满意度、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满意度普遍较高，毕业生声誉良好、

深受社会欢迎。学校在广东省就业创业工作中树立了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获评广东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典型经验集体一、二等奖。 
2) 育人成效 
面向企业需求，锤炼学生技能。近 5 年智能制造专业群学生获得国家及省级奖项 118 项，发表学术

论文 27 篇，授权知识产权 30 项，立项国家及省级大创项目及广东省攀登计划项目 24 项。累计毕业 5900
余人，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大批胜任行业发展急需的高端应用型人才，助长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3) 成果交流 
智能制造专业群先后主办多次国内外行业学术会议，搭建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平台，受到与会各

方欢迎；积极服务产业，被吸纳为珠海市自动化学会会员单位和智能机器人(国际)产教联盟理事单位。 
4) 技术服务 
立足珠海为相关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近年来签订企业技术服务合同数十项；出版教材被 100 多所院

校选为教材或参考书；面向广东省和珠海市社会需求开设职业技能精准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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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加强制度保障 

1) 组织管理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智能制造专业群已具有一定的运行管理经验。教学运行方面贯彻执行校企合

作办学机制，充分发挥合作企业优势资源，提高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校企合作办学水平；质量监控方面坚

持校院两级管理制度，实施全过程教学评价、改进与跟踪；发挥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作用，

统筹各专业建设经费、教学制度、师资队伍、课程建设、校企合作等方面工作。 
各主体专业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协作相关企业，以合作共赢为目的建立智能制造相关实验室，如

与珠海市聚能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共建联合校企实验室，与珠海市怡信测量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智能制

造技术实验室”，为新工艺、新产品的合作开发与推广提供了更为宽阔的科研空间，双方合作获得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二等奖。 
2) 经费保障 

• 严格执行中央部委和广东省直部门、地方政府和学校对科研经费和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加强项

目预算及支出管理，规范财政经费使用程序。 
• 积极联合产学研基地，加大对学科优势研究方向的设备、资源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团队的对外服务能

力，形成多元的资金引入体系。 
• 加强项目监控与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将资金集中用在教

学和科研所必需的仪器设备和教学资源上，使实验条件能够支撑起智能制造课程群的教学满足度与科

研需求量，并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及先进性。 

5. 结束语 

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专业群围绕“产出教育、成果孵化和技术服务”的育人宗旨，不断提高教学

水准，推动产学研基地的快速升级转型，大力推动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促进各主体专业群的可持续发

展。目前以机器人产业学院为主体，ABB (珠海)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实践基地和西门子(上海)研发中心实

践基地为两翼，建立了智能制造产学研基地群，多途径提高学生工程素养；同时追踪智能制造前沿，建

立完备的智能制造核心课程群体系，实行“3 + 1 顶岗实习”制度，全面提高了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

综合应用能力，已形成“突出应用、赛教融合、顶岗实习、无缝对接”的特色育人模式，建设经验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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