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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人才需求的社会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才的竞争成为各行各业的主要竞争方面，人才

和科技成为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制造业特别是

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是一个现代化大国必

不可少的。”装备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基

础。

2019 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

龙头引领、园区承载，着力建链补链延链强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高

端化、智能化发展。推动六个营业收入超千亿元的新兴产业提升竞争力。高端装

备制造业重点推进中煤科工智能制造基地、中船重工新能源装备产业园等项目，

打造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煤机智能制造装备等产业集群。积极发展新能源、节能

环保、信息等产业。

山西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总体目标中提出：高技能人

才队伍的培养要适应工业新型化要求，以提升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技师和高级技

师为重点，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技能人才梯次培养结构和绝技绝活代

际传承机制，形成一支与我省转型跨越发展相适应的数量充足、门类齐全、结构

合理、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到 2020 年，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106 万人，

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 28%，其中技师、高级技师达到 21 万人。这同样是我们机

电一体化高级能技术人才培养创造了良机。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机械制造行业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制造

类专业的先进性决定了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与否。因此在短时期内，加快机械制造

行业一线技术工人的培养成为目前机械行业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机电一体化专

业，更显得尤为突出。再加上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机电一体化专业带来了

新的革命，设备老化、技术落后，成为制约机电一体化发展的一大阻力。在我国，

一些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要振兴我国的机械行业，

就必须加速科学技术的改革进程。作为我院传统专业的机电一体化专业，要应该

顺应时代发展形势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批高质量、高素质的数控专业人才，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2、专业人才社会需求预测分析

当今，世界高科技竞争和突破正在创造着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秩序，高新技

术渗透到传统产业，引起传统产业的深刻变革。机电一体化技术正是这场新技术

革命中产生的新兴领域。在我国振兴之路上，最重要的选择是现代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我国现有 8900 万产业工人，其中高级技工仅占 7.5%，技师与高级技师

不到 5.4%，而世界发达国家高级技师、高级技工的比例达到 30%到 40%。教育部、

信息产业部、国防科工委、交通部、卫生部日前联合发布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

应用与软件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护理等四个专业领域的人才需求状况中指出：

蓝领层工业机器人技术人才是指在生产岗位上承担工业机器人具体操作的技术

工人，在企业工业机器人技术岗位中占 80.2%，是目前需求量最大的工人。

教育部关于紧缺人才的报告称，部分企业已经大规模引进了高职毕业生从事

工业机器人的操作，可以预见，企业对蓝领层的数控技术工人有很大的需求，而

对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要求会越来越高；灰领层是指在生产岗位上承担数控编程的

工艺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维护、维修人员，这类人员在企业数控技术岗位中占 25%，

其中，数控编程技术工艺人员占 12.6%，工业机器人维护维修人员占 12.4%，随

着企业进口大量的设备，灰领层数控人才需求明显增加。同时，汽车维修人员两

年将新增 80 万从业人员,当前汽车维修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技术素质不高，

这已经成为制约汽车维修业发展的瓶颈。紧缺人才的报告称，汽车维修业从事技

术管理的有 26.2%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下。一线工人中，有 38.5%文化程度为初中

以下，接受过管理培训的只有 9.3%，接受过新技术培训的为 11.7%，接受过维修

基础培训的有 38.7%。汽车维修人员高等级技能人才比例偏低，高、初、中的比

例为 26.6%、43.1%、30.4%，而发达国家为 35%、50%、15%。工人文化程度偏低，

初中、高中、专科比例分别为 38.5%、51.5%、10%，而发达国家为 20%、40%、40%。

目前，我国汽车数量每年以 13%的速度递增，据此，预计汽车维修业两年将新增

80 万从业人员，大部分从业人员需要接受职业教育。”

从近期职场行情看，制造业是人才需求大户，其需求还将进一步增长，重点

发展领域人才的需求特点是：高层次研发人才需求呈现旺势；高级技能型工人需

求量大，生产岗位需求数量排在第二位，仅此于科技活动岗位，具有一线操作和

管理经验的高技能工人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复合型、实用型、经验型人才是需

求重点。调查显示，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两个领域都呈现出需求人才趋于



年轻化，对复合型、应用型、经验型、高技能操作型人才需求旺盛，科技活动人

才尤其是研发人才需求集中等具体特征。

长三角经济带的苏州工业园区就业市场人才需求表明：白领不缺，研究生好

找，高级技能型人才紧缺，且每年需要 3万个技术性人才，给我院机电类专业的

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时，随着行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组合，各行业的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因此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增。尤其是机电一体

化技术，这种通用专业的技术人才需求量更大。另一方面，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

用面广，在诸如农、林、牧、渔产品的深加工企业，食品加工、造纸、印刷以及

交通运输以至现代商业企业等都离不开机电一体化技术。

为充分满足科技发展及社会诸多企业对多方位人才的需要，2019 年以来我

们机电工程系领导带领有关专业老师通过咨询和走访调研了和我院长期合作顶

岗实习的企业，如天津三安光电有限公司、苏州剀丽保姆有限公司、浙江八达电

器设备有限公司、北京美博瑞薄膜电子开关厂、山西天能科技有限公司、榆次贝

斯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太原艾尔电控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天惶科教仪器设备有

限公司等企业，这些单位大都是以高新技术为增长点，重点应用微电子、工业机

器人、模具设计与制造、智能仪器仪表、电子专用设备、工业机器人等主导产业。

机、电、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是这些产业的主要特点。被调查的单位都涉及到机

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大部分岗位需求综合素质高，具备机、电技术综合应用知

识的技能型人才。在分别与企业领导、人事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毕业生进行深

入的交流和座谈后，充分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

展，特别是近年来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社会人才需求格局发生了很大变

化。机电一体化专业作为电气自动化、机械制造等专业的补充与延伸，机电类应

用型、技能型人才将成为各企业争夺的对象。企、事业单位急需一线技能型操作

人才，尤其是综合技术应用人才为我们的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3．对扩招企业建滔、万鑫达集团两个化工类企业的调研

企业用工分析农民工占 10%，社会人员占 8%，中专生占 20%还有退役军人等

都可作为扩招对象。特别是这些人当中多数已经成为企业的骨干，提高这些人员

的学历及素质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需要。建滔、万鑫达集团两个化工类企业位于山

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邓庄工业园区，生产、销售甲醇及杂戊醇、氧（压缩的）、液

氧、液氮、氮（压缩的）等相关的化工副产品；硫酸铵的生产与销售；由于化工

企业的特殊性，导致企业员工的整体学历水平不是太高，进一步影响了该企业的



持续发展。在人才需求的迫切要求下，该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扩招政策带来的机遇，

动员本企业员工报名参加我院机电工程系的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学历提升的学习。

通过与企业高管、人力资源部以及该厂高级工程师就机电一体化专业培养模式的

探讨，课程开发的研究，确定了《机电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本方案就课程内

容进行了双方的共同确认，最终定稿。课程体系可满足企业员工的职业技能和素质提

升要求。

4．课程体系

5．岗位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对接表

化工企业与机电一体化专业岗位需求分析（划线岗位）

经过与化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沟通，企业用工一般分为三大类，即管理类、技

术类和营销类。具体可参照如下类型分类：

管理类：人力资源专员/主管、财务主管、品质主管、工程主管、生产主管、仓

库主管、储备干部、管理见习生、工程师、生产监督等；

技术类：研发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机电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工艺工程师、客

服工程师、体系工程师、动力工程师、纺织工程师、储备干部、管理见习生、ERP 专

员、检验员、机械技术员、维修员、操作工、技术员、技工、工艺操作等；

营销类：销售员、业务员、销售主管、业务助理、客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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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岗位课程关系表

6．学情分析

建滔、万鑫达集团的扩招生皆为企业员工，具有高中后学历，年龄在 22-35 岁，

极个别超过 35 岁。均高中、中专毕业后多年。由于基础底子较薄弱，所以需要补充

高中甚至初中数学内容。对于学习英语的可应用性不大，所以在课程设置上，没有设

置英语课程。

根据化工企业的用工要求，从事机电研发、维护、管理和营销的人员应同时具备

一定的化工制造知识，懂得化工工艺流程。所以课程计划中应体现上述知识点，从而

能够更好地进行研发、维护、管理和营销等项工作。

培养对象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企业员工又是学院学生，其特点是学员本身在企业

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占据大部分时间，实现倒班制，学习时间不固定。

根据学员的学习特点，采用线上线下与企业培训混合教学，并且与企业技能比赛、

技能鉴定相结合，优化学习环境，更好完成教学任务。

根据学习特点，将各门课程换算为学分制，以 16 课时 1学分*系数进行换算，系

数体现课程性质，公共课系数为 1，思政课系数 1.2 ，专业基础课系数为 1，专业核

心课系数为 1.2，专业拓展课系数为 1。技能比赛全国系数为 6，省级系数为 4，企业

系数为 2。技能鉴定全国系数为 6，省级系数为 4，企业系数为 2。

军训、社会实践、毕业设计同前，每个综合实训以 28 课时计 2学分,入学教育 1

学分。现代学徒制班学生参加各类活动获奖项可换算学分。



1．参加社会活动，经现代学徒制班管理部认可的，可换算学分。

2．学院安排现代学徒制班学生毕业设计为 6个月，各系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多种形式组织实施。

学制为 3年，根据学习特点可适当延长至 6年。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系

2020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