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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情况

（一）企业简介

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于 1997-08-08 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成立。注册资金 18000 万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制造、加

工机械电器设备、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等。经历了首钢改革

风雨的洗礼，不断深化内部改革，坚持实践创新创优创业精神，使企

业在改革中发展。从以备品备件检修、制造低端产品为主，向中高端

产品和产业领域的发展。目前，机电公司业务向城市综合服务转型，

主要产品：城市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车充电桩设备、长安街护栏、

立体车库及城市污水排水模架等项目研制生产与服务。

（二）校企合作概况

新形势下，公司向智能制造和城市机电设备运行综合服务转型

发展契合首都功能定位和北京产业发展，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

化、融合化、低碳化，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落

实《中国制造 2025》，转换制造业发展领域、空间与动能，聚焦创新

前沿、关键核心、集成服务、设计创意以及名优民生等高精尖产品，

实现“在北京制造”到“由北京创造”的转型。尤其在立体车库制造

与维护方面加快发展，需要数以百计的高端智能制造和城市机电设备

运行维护技术技能型人才。

2018 年，公司与首钢工学院签订《卫建平技术技能工作室合作

协议》，在学校建设大师工作室分站，依靠卫建平大师团队带领机电



一体化专业和机械设计专业进行专业转型与人才培养合作。2019 年

——2023 年，合作开展北京市第一批特高项目“卫建平智能装配工

作室项目建设”。工作室发挥其资本、技术技能、设备和理念等资源

优势，深化校企合作改革，推进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

技术技能人培养质量，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为首都高精尖产业发展、

技术技能传承提供人才支撑。

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过程

首钢机电公司（大厂分公司）整合企业资源（企业导师、制造设

备）开辟校外实训基地，定期接受机电一体化、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学生实习实训和顶岗实习。协调卫建平大师团队、技术骨干与学校教

师团队共同推进技术技能积累、传承和进步。立足首钢，服务首都，

辐射京津冀，围绕高端制造、机电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技术、核心工

艺和共性问题协同攻关，承接企业技术改革项目，承担科研攻关项目，

联合开展新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探索促进流程再造。开展技术技

能、就业创业和素质提升培训；开展专业能力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

开展技能大赛指导训练等。

（一）经费投入情况

学生实习期间，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支付给学徒的生活补助

标准是：第二学年认识实习期间，每人每月生活补贴 300 元；第三

学年顶岗实习每月支付学生实习津贴 2100 元。免费向学生提供住宿。

（二）技术及设备投入情况



结合学校专业建设，满足智能装配工作室项目建设和课程建设需

求，完成学生实习实训、专业教师企业实践及技术研发等，北京首钢

机电有限公司分三期投入设备共计 481.072619 万元，设备均可无偿

使用。借助企业新增添设备，开展学生实习实训，师资团队开发新产

品。

资产名称 资产数量 资产分类 投入时间

数控龙门铣 1 11010102-钻床、刨床、铣床 2020 年

数控龙门镗铣床 1 11010102-钻床、刨床、铣床 2021 年

数控龙门磨床 1 11010103-磨床 2022 年

手持光谱仪 1 11050499-其它光学仪器 2022 年

（三）实践教学投入情况

改进完善教学环境，营造真实工作环境，强化职业素养和现代企

业文化培育功能，企业一线技术人员、实践专家、工匠大师进课堂。

改扩建校内外实训基地，学生们在实训基地就接受良好的企业文化的

训练；强化安全意识，规范操作意识，养成文明生产习惯；尝试定置

管理、看板管理、标识管理等。企业一线技术人员、实践专家、工匠

大师进课堂，学生分享他们的职业发展路径、设备维修技巧、实践工

作经验等，更加拉近与企业距离，引导学生踏上技能成才之路。努力

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品质为先、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融入到

实训教学中。实训教学积极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和鲜明的职业学

习环境，让学生上学如上班，上课如上岗。



整合 3D打印快速制造实训室、自动化生产线实训室、数控车间、

柔性生产线实训室、工业机器人实训室、智能制造区，对原有的实训

设备进行整合规划，购置一批新的教学仪器设备，建立校企合作共建

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基地。

在实训项目的安排上，教师深入一线企业调研，选择工程项目，

提炼改造成教学项目，使学生通过实习实训，学习和应用行业主流技

术，积累工程实践经验，为将来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情况

充分利用企业资源优势，校企合作开发课程，开展资源建设。

结合岗位链、技术链新技术应用，开发一体化课程。围绕城市智能楼



宇自控系统运维、首都静态交通、轨道交通等系统技术等内容，校企

合作开发课程，开展教学载体、教材、工作页、视频课件、实训基地

等资源建设。“岗课匹配，工学一体”分级化教学载体设计开发。按

照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结合

学生认知能力，教学团队开展教学载体分级设计，实现能力递进、知

识迁移、技能拓展，借助载体教学突出职业行动能力的培养。



（五）师资团队建设情况

实行大师带徒，推进完善技能人才培养和评价体系，积极发挥

大师自身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传、帮、带，使技艺技能得到传承，

带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梯次发展。企业大师引领专业教师积极参与企

业技术革新改造及新产品研发。与企业共同申报或共同开展产品、技

术开发或技术服务项目，完成校企合作开展课题、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项目。发挥首钢工匠卫建平、张维忠等作用，与工匠们合作开展首

钢工匠大讲堂培训，传承工匠精神及职业技能。在此过程中，教师实

践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不断提升，并通过申报北京市教研课题、申报



实用新型专利、编写教材等，提升教师教科研能力。

团队教师共有 27人次接受专业技能提升培训，将所掌握新技术、

新工艺应用到一体化教学中，开发教学载体 5 项，出版专业教材 4 本，

开发录制技能操作视频录制微课 200 多个，骨干教师王鹏申报北京市

创新团队获批，侯冠男、李小燕获批青年骨干教师。2022 年 12 月全

国总工会授予首钢工学院“首都工匠学院”。大师带徒成果显著，刘

淇、宋军贤分别获得第 2 届和第 3届首钢工匠，大师指导学生康笑章

参加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获得第 10 名，取得优胜奖。



三、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保障

校企共同组建工作小组，组长由校企双方负责人担任，组员由

校企双方联系人及若干骨干成员组成，其职责：组织制定校企合作协

议及相关制度，协调落实协议中的各项任务，研究解决工作室运行中

的问题。

项目建设经费做到专款专用，经费支出执行四级申请与审批制

度，经费报销有审核、有验收；确保项目经费使用合理、合法、合规。

项目建设过程资料专人（机电学院教秘：王春学）收集、归档

（电子化、纸质）管理。

四、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成果

（一）企校合作，开创智能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

构建校企双元，推进教学目标综合化、课程载体化、课程信息

化、教学模块化、评价标准化五化建设，搭建融生产、教学、研发、

创新和服务的合作平台，开展专业建设工作。企业大师卫建平校内工



作站，大师团队引领专业建设, 岗课匹配，工学一体, 课程内容与职

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将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与专

业能力有机融合，螺旋上升。

探索校企融合新途径，建立校中厂，合作建设智能制造生产线，

实现企业真实产品研发与制作。发挥智能产线作用，实现人才培育、

资源共享、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多功能为一体。加强大师工作室技术

创新工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项目落地,逐步形成专业

共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校企合作新局面。

（二）立足长远，拓展专业发展方向，更好服务社会

发挥专业优势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展

多元化培训，为河北京唐、迁钢、矿业等培训

职工 1000 余人。2020 年承办北京市第二届大工

匠挑战赛（数控车工、电工、智能楼宇管理员、



电梯维修工项目）。承办 2022 年航天一院维修电工、钳工、数控车工、

加工中心职业技能大赛。

大师引领技能研发。积极参与技术技能研发工作，解决生产技术

难题，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引领专业团队为多家企业提供技术

支持服务，教师参与中国航天空气动力研究所弹仓开发制作项目。

（三）技术赋能，提升教师双师素质助力学生培养

立足企业，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企业签订合约，发挥技能大师

及其团队的综合实力，与企业人员（企业兼职教师）一起攻关技术难

题，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每年都有大量关

于球阀阀体的大量加工订单。围绕阀体自动化加工技术，也一直是机

电公司的攻关难题。在校企一体攻关下，共同完成了加工工艺的不断

优化，并着手开展了关于数控加工阀体自动化方案的生产车间系统规

划改造，预计将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相关技术攻关工艺流程图如下：



毕业生就业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首钢集团等世界 500 强等首都

知名企业，为学生提供职业舞台，学校连续 3 年北京市就业名列前茅。

五、问题与建议

下一步，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完成一批有效支撑职业教育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制度和标准。建立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以人才

培养方案为基准，制定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企业实习实训

管理办法等，形成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在教育教学中多措并举，

严格执行，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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