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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宇龙自动化有限公司参与齐齐哈尔理工

职业学院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24 年度)

一、企业概况

哈尔滨宇龙自动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公司经过 20 年的发展，一站式服务

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业务，从软件到硬件、从建设到运营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服务，服

务于客户的智能工厂的建设，以自动化技术与 IT 技术深度融合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

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整体解决方案

技术创新是宇龙的立足之本，几年来公司先后获得国家专利和软著 130 项，参与

国家标准 4项，地方标准 2项。公司与哈工大、华为云、西门子、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通过实行开放式研究、产学研相结合，实现了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的有机结合。

公司先后认定为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

合发展示范企业，国家生产设备数字化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价试点企业，国家工业互联网

平台创新合作中心成员单位，2022 年工信部优秀软件，黑龙江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黑龙江省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黑龙江省工业设计中心，黑龙江省工业互联网新模式新

业态企业，黑龙江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黑龙江省绿色工厂，黑龙江省质量标杆企业，

黑龙江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2023 年度黑龙江省民营企业 100 强，2023 年度黑龙江省制造业 50 强，2022 年度

龙江质量品牌优秀民营 50 强，2022 年度数字经济民营企业 20 强，2022 年度黑龙江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 20 强，2021 年度哈经开区十大最具发展潜力企业，先后获得武器装备

保密、武器装备质量体系、CMMI5 等各项资质 37 项，行政许可 7项

公司成立 20 年来持续增长，2023 年实现产值 8.9 亿，宇龙以服务中国智能制造为

使命；以助力合作伙伴成为行业龙头企业，让员工和家人过上幸福生活为愿景；以习惯

优秀、勇于胜利、说到做到作为公司的价值观。

二、企业参与办学的总体情况

哈尔滨宇龙自动化有限公司与西门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为高校提供西门子

1200PLC 工程师综合能力认证，为学校搭建创新实训中心、提供人才服务，与院校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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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赛事承办及辅导服务，构建技能数字化平台等多项参与办学措施，为高校建设，师

资培养及学生培养提供良好的平台。为高校注入人力资源服务、内训服务、项目服务等。

人才培养资源支持：人才数字化平台及实训云资源；岗位标准及课程资源。

产业资源支持：产业用人岗位、产业人才技能标准、产业技术资源、产业专家资源、产

业项目资源等。

三、企业资源投入

1. 搭建创新实训中心

建设智能制造实训中心、新一代信息技术实训中心等多样化实训中心，助力智能制

造、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与各产业发展融合，打造实战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采用“一地多点”无边界人才培养模式，实训中心作为“一地”核心培养基地，联

合技工技师院校、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外省院校开设多个分支培养基地，打造“一地

多点无边界”人才培养新模式。在解决基地的人才培养容量问题的同时，将基地作为中

心使能窗口，将能力、标准、资源输出至外部合作单位，形成示范影响力。

2. 提供人才服务

开展人才就业能力测评：建设人才成长档案、为学生自动推荐就业等方式提供人才

服务。开展人才就业能力评测：学员通过能力单元测试，考取多系列认证、获得岗位证

书，最终获得岗位能力匹配的高度评价。

建设人才成长档案：为每个学员开设终身学习空间，记录学生在学校学习数据和在

企业成长记录。

为学生自动推荐就业：通过学员个人能力测评数据分值，自动匹配合适的企业用人

岗位。依托区域产业特点和人才优势，服务区域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构建人才培养监控、

人才能力评价、人才流向等数据地图，展现人才服务能力数据。

3. 赛事承办及辅导服务

承办职业技能大赛（国赛、省赛）、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技工院校技

能大赛，为其提供大赛设备、场地保障服务；提供大赛技术咨询服务、赛前辅导服务、

赛前集训服务，以及大赛赛事全流程服务等。

4. 构建技能数字化平台

构建政府统一的培训、评价、就业一体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平台，部署人才数字化

平台作为枢纽载体平台，实现人才技能培训实践、人才数据采集和分析、多方生态资源

连接汇聚，构建连接政府、企业，人才和社会组织的院校人才生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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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数字平台上连产业龙头公司及生态伙伴资源技工技师学院及第三方评价组织

（1）的生态资源，下连产业集群和城市产业园区及本区域企业（1），构建创新的“1+1+1”

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突破物理空间，为区域职业人才培养、人才数字化评测、大型赛事、

产业人才库建设、人力资源等业务提供高效的数字化综合服务。

平台承载模块化课程体系、产业岗位能力标准、企业用工需求、人才成长数据等内

容，也是开展人才实训、评价、就业的业务平台。同时，可以作为技工技师院校产教融

合基地的载体平台。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一）培养产业型师资

师资团队分为 4个阶段能力+1 个职业证书建设，通过培训、校企岗位互聘等方式提

升能力，主要包括：具备教学交付及课程迭代开发能力，对引入的企业职业课程和案例

课程，可独立完成教学交付，并具备课程制作能力；具备将引入的课程体系优化完善、

改造为符合教育逻辑和自身特点课程的能力；具备开展社会化培训能力，可带领学生进

行软件开发或工程项目交付，可以针对区域特定人群和组织，为其提供社会化培训服务，

保持与产业的紧密接轨；具备了解相关产业发展、服务产业的能力及可持续开发面向产

业现状及未来课程体系能力，协助服务学院良好运营发展。

（二）课改一体化合作及院校人才培养

教材联合开发：联合院校，根据岗位技能，共同研发出更多、更适合高职院校的高

质量教材、训练任务指导书及完整的课程体系等，并可以提供给同类院校或其他企事业

单位使用。

教学资源联合开发：基于企业人才需求调研，从满足专业培养目标和主要就业岗位

需求出发，研制覆盖主要就业岗位的专业技能标准教学资源。

课程评优：协助学校开发精品课程资源，并参加省级、国家精品课程资源评选。

（三）与院校共同开展社会化服务

建设认证机构：面向区域学生、企业职工、城镇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

军人等群体，展开广泛全面的智能化人才培养行动，形成区域智能化领域人才培养示范

基地。

联合开展社会化培训：针对就业人员、企业在职人员，开展线上线下的培训，培养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技能人才，为企业提供人才培养、人力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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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助力企业发展

联合产业龙头公司生态、区域产业集群，共同建设区域人才价值链共同体，实现

各参与方价值输入和价值输出，多方利益相向而行。打造可持续的、良性的区域人才价

值共同体生态，输出创新机制，在全国同类组织中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

六、问题与展望

1.在稳定目前教学水平的情况下，继续推进教学工作的深入合作，尤其加强科研方

面的合作力度；

2.加强沟通，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达到互相促进、互相进步；

3.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及职业教育，培养学生职业精神。

我们有信心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借助校企合作的平台，持续提高教学质量与教

学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