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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聚焦于数智赋能驱动下 “产教数智共创” 模式下的职教高技能人才培养制度创新。通过剖析智能化转型背景下高

技能人才面临的新要求、传统职教高考制度与产业数字化需求的脱节状况，以及数智技术对五金建设和职教高考制度

的赋能潜力，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明确了研究的学术与应用价值。研究内容涵盖对现实困境的诊断、模式创

新的探索以及实施策略的制定，重点在于探寻 “产教数智共创” 新模式以实现高技能人才培养制度的创新实践，难点

则在于精准对接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重构相关制度运行体系与培养流程等。旨在通过深入研究，构建一套契合职业

教育特色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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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nov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 skille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under 

the "industry education digital intelligence co creation" mode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By analyzing the new requirements faced by high skilled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igital needs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empowering potential of digital 

technology for hardware construc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relevant research trend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sorted out, and the academic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research was clarified. The research content covers the diagnosis of practical 

difficulties,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models, and formulation of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The focus is 

on exploring a new model of "industry education digital intelligence co creation" to achieve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the training system of high skilled talents. The difficulty lies in accurately connecting 

talent training with industry needs, reconstructing relevant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systems and training 

processes, etc. Aim to construct a high skille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that f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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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智时代背景下职教高技能人才培养面临困境与

制度创新需求

（一）智能化转型对高技能人才的新要求

近年来，我国智能化转型步伐显著加快。2021 年，国务院颁

布的《“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 “实施智能制造

工程”。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的深度融合，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进程不断深

化，促使传统制造业加速向智能化转型。“十四五” 规划及《中

国制造 2025》等政策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智能化转型已上升为

国家战略层面。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产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

需求呈现出数量上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对高技能人才的质量

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技术技能水平的提升、综合素养的增强

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等。为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并推动制造业的升

级，迫切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能够扎根行业和企业，不断提升自

身能力素质。

（二）传统职教高考制度运行模式与产业数字化需求的脱节

问题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完善高

等职业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探索 “职教高考” 制度的要求，并

提出有序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在此政策背景下，职教高

技能人才培养的生态发生了一定变化，部分企业倾向于直接从大

专院校招聘高技能人才。然而，在传统职教高考制度的运行模式

下，高技能人才培养涉及的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建

设、教材开发等诸多环节中，校企合作存在明显的产教融合衔接

不畅问题。具体表现为技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关键环节和主

要目标大多由职业院校承担，这导致企业与学校在 “产教数智共

创” 模式下的合作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需求。

（三）数智技术对五金建设和职教高考制度运行模式的赋能

潜力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要加快 “数智赋能”，

并将其作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数智” 涵盖了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信息技术

与现代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在技术创新、产业变革和模式创

新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从当前国内职教高考制度的运行现状

来看，职教与企业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

引言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智能化转型加速的当下，我国相继出台《“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国制造 2025》等政策大力

推进智能制造。这一进程对高技能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均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传统职教高考制度运行模式存在与产业数字化需求脱节

的问题，产教融合缺乏有效衔接。与此同时，数智技术蕴含巨大赋能潜力，“数智赋能” 也被视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而国内在

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培养制度创新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因此，深入探究数智赋能驱动下 “产教数智共创” 模式下的职教高技能人才

培养制度创新，对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与产业深度融合、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核心在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随着我国数字化经济转型的不

断深入，职业院校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技能

人才的新需求，以产教数智共创为动力，积极推进职教高考制度

的创新发展。

二、产教数智共创 “五链融合” 模式与实施策略

（一）现实困境：五金建设的数智化短板诊断

五金要素 主要短板 典型表现举例

金专业 与产业链脱节
专业目录中缺失“工业数据工程师”等

新岗位

金课程 内容滞后性 课程未融入数字孪生、MES系统操作

金师资 技术应用能力不足 教师无法指导学生操作智能产线

金基地 虚实融合度低 实训设备停留在 PLC基础操作层面

金教材 形态单一 纸质教材无法动态更新技术标准

在当前五金建设发展过程中，金专业存在与产业链脱节的现

象，比如专业目录中缺失“工业数据工程师”等新岗位；金课程

存在内容滞后性问题，比如课程未融入数字孪生、MES系统操

作；金师资存在技术应用能力不足，比如教师无法指导学生操作

智能产线；金基地存在虚实融合度低问题，比如实训设备停留在

PLC基础操作层面；金教材存在形态单一问题，比如纸质教材无

法动态更新技术标准等。

（二）模式创新：产教数智共创的“五链融合”机制

1.数据链：校企共建产业人才需求动态数据库

（1）企业生产数据脱敏后用于教学案例开发。一方面降低了

企业生产过程的数据采集难度和成本，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进一步

开展基于数字技术的教学模式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2）基于区块链的学分银行实现学习成果跨机构认证。在

“五链融合”机制中，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优势，构建学分银行，

实现学习成果的跨机构认证，赋能高质量人才培养。

2.技术链：数智技术嵌入教学全流程

（1）金专业：AI分析产业数据，生成专业调整预警指标。将

“智能 +”贯穿于专业建设全过程，建立了专业数据分析与预警机

制，以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与

应用为专业群核心，以产业数据分析与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结

合学校重点建设专业，按照“数字 +”的理念构建了“新工科 +

人工智能”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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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课程：XR技术构建“虚拟产线调试”沉浸式课程。

通过 AI分析产业数据，形成专业调整预警指标体系，基于此进行

专业群布局调整与优化。学校以“智能 +”的理念构建了“新工

科 +人工智能”专业群，将传统的工科专业建设为新兴产业发展

所需的新工科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工科类专业，为智能制造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3）金师资：教师与企业工程师“数字结对”，远程协同授

课。数字经济产业学院是以产业学院为主体，联合行业企业共同

建立的，依托产业学院和相关企业在产教融合方面的优势，构建

以专业群为核心、以技术领域为基础的专业体系，构建具有特色

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4）金基地：数字孪生工厂模拟真实生产异常处理场景。学

校建设了数字孪生工厂，模拟真实生产异常处理场景，通过在虚

拟工厂中植入设备故障、生产异常等真实场景，实现了企业真实

生产场景与学校教学的无缝对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对企业真实

生产过程的认知水平。

（5）金教材：AR扫码触发3D设备拆解动画，配套微课即时

更新。根据产业需求，开发了基于 AR技术的智慧教学平台、虚拟

仿真实训平台，支持企业真实生产项目进入教学场景，开发了数

字经济产业学院核心课程。

3.制度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规则

（1）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税收抵扣政策。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发布的《关于企业参与学历教育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规定，企业与学校合作开展教学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规定据

实扣除。同时，符合条件的企业为学校提供教学设施和设备，并

在使用过程中将上述教学设施和设备出租给学校使用，或者将其

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可以按照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符合条件的企业，是指属于增值税纳税人或企业所得税纳税

人的企业。

（2）院校教师数智化教学能力纳入绩效考核。在教师培养方

面，积极推进院校教师的数智化教学能力，将院校教师数智化教

学能力纳入绩效考核，引导教师面向数字化转型提升自身能力，

助力产教数智共创。企业合作，共同开发了课程思政案例集，帮

助教师把握好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之间的关系；同时开发线上线

下混合式数字化课程。

（三）实施策略：从顶层设计到落地保障

1.政策层

（1）制定《职业教育数智化“五金”建设标准》。成为具有

代表性的数智化“五金”建设标准。

（2）设立“产教数智融合”专项基金，优先支持校企联合申

报项目。设立“产教数智融合”专项基金，支持学校和企业联合

申报项目，优先支持校企联合申报国家、省、市创新平台和成果

转化平台。支持学校和企业联合申报国家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学院建设，加速职业教育数字

化转型。

2.院校层

（1）重构组织机构：成立“数智化教学改革办公室”。为

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学校成立了“数智化教学改革办公室”，

全面负责全校数智化教学改革工作。学校“数智化教学改革办公

室”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将学校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师队

伍建设等工作统筹起来，形成“一盘棋”格局，以数字化手段为

牵引，推进产教数智共创。

（2）建立教师数字能力“红黄绿”分级预警制度。结合教

师数字能力提升工作，建立教师数字能力“红黄绿”分级预警制

度，以评促建，提升教师数字能力。

3.企业层

（1）推广“教育责任积分”制度，积分可兑换政府补贴。为

充分调动企业和院校积极性，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学校积

极探索实施“教育责任积分”制度。具体做法是：在企业工作满1

年以上，建立积分制度，每完成1个岗位任务（工作），给予一定

积分奖励；企业聘用本校毕业生并签订5年以上劳动合同，在服务

期间如出现不履行学生管理义务等情况，将被取消聘用资格。

（2）开放企业云平台接口，供院校接入生产实时数据。学

校依托行业企业技术研发优势，与企业共建实验室、科技创新平

台，为师生提供实践教学环境和实习实训场地，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和技能水平。学校面向全国高校和企业开放数字经济产业学院

云平台接口，为院校提供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师资培养、学生

就业等数字化服务。

三、“产教数智共创” 助力：五金建设、职教高考

数字化转型，推进人才培养创新

1.为五金建设智能化转型提供“人才 -技术 -数据”协同支

撑。“产教数智共创”模式，依托“三教”改革、“三全”育人、

产教融合等，通过产业学院、产业大平台，促进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提升职业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和行业企业发展的能力，使职

教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更牢、效率更高，为五金建设提供有力

的人才支撑。

2.推动职教高考从“标准化培养”向“精准化育人”跃迁。

职教高考改革是“双高”计划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深化新时

代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在职教高考改革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是还存在着顶层设计不完善、评价模式不

清晰、学生和家长的积极性不高、政策实施效果不显著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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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研究以职教高技能人才培养为例，研究如何在数智赋能驱

动下“产教数智共创”模式下，进行职教高考制度创新，探索出

一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多元协同的新路径，推动职教高考从

“标准化培养”向“精准化育人”跃迁。

3.探索中国式五金建设和职教高考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样板。

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

国和网络强国，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中国式五金”建设

和职教高考数字化转型是本次课题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该课题

研究将为“中国式五金”建设和职教高考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

撑和实践参考。

四、结论

本文聚焦数智赋能驱动下“产教数智共创”模式的职教高技

能人才培养制度创新，以五金行业为例，挖掘数智时代下智能化

转型对人才提出新要求，针对五金建设数智化短板，提出“五链

融合”机制，并从政策、院校、企业层给出实施策略。中国式五

金建设和职教高考数字化转型，促进了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

合，完善“产教数智共创”模式，为五金建设智能化转型提供

“人才 -技术 -数据”支撑，推动职教高考向“精准化育人”转

变，以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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