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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与学校合作情况

1、企业基本情况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十一研究所创建于 1957年，是我国动力装置研制种类

最多的综合性动力技术研究所。研究所拥有职工 3200余人，其中国家级、省部

级专家 30余人，院级专家 40余人，研究员 120余人；下设 12个研究室（研发

中心）、5个生产中心及 1个试验中心；拥有 1个全资子公司、1个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 1个国防重点实验室。

研究所先后承担各军兵种导弹、无人机用中小型涡喷发动机、涡扇发动机、

固体火箭发动机、冲压发动机以及组合发动机的研制与生产。成功研制出多种我

国第一型弹用发动机，冲压发动机、小型涡轮发动机、空天动力技术研究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研究所曾获国家级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6 项，其他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280

余项，被授予航天工业部重大贡献单位。国庆 35周年、50周年、60周年、 “九

三”阅兵以及建军 90周年阅兵，研究所研制生产的动力装置盛装亮相，庄严地接

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2、校企合作情况

2020年 5月，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启动了新的人才培养方案编写工作，

为更好的贴合企业用人需求，学院以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和机电一体化专业为

基础，开展了多家企业的调研、访谈工作，其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十一研究所

是其中一家企业。研究所人事处和车间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对学校调研工作非

常重视，认真完成访谈工作。

2021年 5月和 10月，研究所先后两次到学生开展招聘毕业生和实习生工作，

累计签约机电一体化和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专业 23人，大力解决了学校就业

压力。通过校企合作，校方、企方共同研讨，商讨如何共同培养学生，共同构建

人才培养方案，共同规划课程体系建设，共同谋求学生就业。在企业和学校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一体、工学交替为基本要求，



以岗位能力培养为核心，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实现学校、企业、学生“三赢”

的最大利益化局面。

二、实施过程

（一）企业需求调研访谈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十一研究所是航天高精尖企业，对人才要求高，不仅要

具备较强的思想政治素质、身心素质和人文素质，还需具备很强的航天职业技能

素质和专业素质。

通过调研访谈，研究所主要承担承担各军兵种动力装置的研制与生产，对技

能人才的需求岗位为动力装置装配工（总装、部装、钳工）、数控加工、电工、

工件检验、质量管理等岗位，对应我院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

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比如机械制图及 CAD、机械基础、公差配合、液压与气

压传动、电工电子技术、涡轮发动机原理与拆装、基本维修技能、机电设备装调、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钳工实训、普通机加工实训、单片机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低于运行维修、电气控制技术、PLC控制技术、零件成型

与工艺等课程。

在课程方面，研究所希望学校能够增加加工工艺、检测测量、研磨、钣金校

型、管路校型、电缆敷设及检测、发动机装配规范方面的课程，以更好适应岗位

需求。

同时，学生除了掌握基本知识体系和职业技能外，研究所提出学校培养的学

生希望具备以下素质：

1） 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航天精神具备较好的认可度，具备

良好的职业素养；

2） 具备较强的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具备较强的团队意识和良好的沟

通协调能力，具备较强的抗压能力，身体素质能够承担一定的连续操作

工作。

3） 增加军事国防方面的教育，尤其是航天历史和航天精神教育；

4） 增加航天质量体系教育，尤其是航天质量案例教育；

5） 增加军事国防、国际形势方面的讲座；



图 1 校企双方开展调研和访谈

（二）校企双方互访

为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接地气、走基层作

为加强政治建设、改进作风的重要内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问

计于市场、问计于企业，更加深入地把握大局、掌握实情，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

业实际用人需求，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学校。北京劳动保



障职业学院带头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作为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主动进进企业，通过广泛开展蹲点调研、专题调研、社会调查和到基层岗位锻炼

等，向企业学习，“学院接市场、教师走企业“活动让教师能够更好的了解企业

需求。

2021年 10月 15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城安学院张梅院长带领专业教

师研究所深入企业调研与交流。张梅院长介绍了学校发展建设以及二级学院专业

布局、专业建设、课程体系等整体情况。张院长谈到本次到访的目的：了解用人

单位的人员需求情况；了解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人才培

养和课程是否符合岗位需求；了解我院毕业生的工作适应情况。邀请研究所参加

10月底毕业生学院双选会，现场招聘我院 2022届毕业生。同时，张院长表达了

与研究所合作的强烈愿望，希望企业从招生就业、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搭建、技

能竞赛等能全方位参与，共同育人。

通过此次调研活动，校企双方进一步增进了了解，学院以为国育人、为党育

人为宗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我国航天事业大力发展为契机，努力开拓

校企合作。研究所高度重视此次来访，人事处和各车间领导、往届学生共同研讨，

为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图 2 双方现场交流



三、主要成效

（一）学生座谈，增进企业交流

通过与往届学生座谈，了解研究所工作岗位需求、岗位性质、平时思想动态

和航天文化，促进了学校对企业情况的进一步了解。从工作性质来说，研究所是

国内高精尖技术密集型产业，目前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培养的技能型人才主要

充实到研究所总装、部装、钳工、数控加工、电工、工件检验、质量管理等岗位，

所内工作场景干净、整齐，具有现代化工业体系；学生需要保持刻苦、严谨、实

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研究所文化氛围非常积极向上，每周五下午安排员工进行各

项文体活动，增强身体素质，工作住宿、餐饮保障有力，学生在那里工作没有后

顾之忧。

图 2 学生现场座谈

（二）校企资源有机互补，人才培养无缝对接

通过校企交流、学生座谈和专家访谈等形式，学校对研究所用工需求更加明

确，在这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把培养满足航天企业需求

的岗位作为培养目标，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质量，能够更好服务航天产业对

技能人才需求的发展。



图 3 企业到学校招聘调研

图 4 企业到学校招聘宣讲

（三）进一步开展校企合作，加快校企融合

为落实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全面深化北京高职教育改革，

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共同培育适应北京四个中心定位所需的高端技术技能

型专门人才。研究所和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为共同实现校企产学研合作，专业

定制、师资互聘、实训基地建设、职业标准开发、社会培训、平台建设、资源共



享、就业创业服务、联合定向培养等方面开展进一步协商，实现双方共赢发展。

（四）进一步增强爱国精神和航天奉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多次强调要建设航天强国，

实现航天梦。“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

的航天梦。”习近平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期许，指明

了方向，规划了蓝图。研究所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优秀技能人才就业提供了

为航天事业贡献力量的大舞台，毕业生也实现了“强国有我，请党放心”的庄严

承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十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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