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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中职学校电子专业群赋能
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的探索与实践

———以来宾市为例

●李永健

　　

[摘要]在产教融合的宏观背景下,中职学校电子专业群的发展对于赋能区域电子信息产业具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这一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不仅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还能够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有

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本文分析了电子信息产业现状与相关问题,以来宾市为例,论述了在产教融合背景下

中职学校电子专业群赋能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的实践路径,提出了发挥“政校企”三联动作用,可以通过与区域

产业的紧密合作、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以及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等途径,为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提

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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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

(一)国内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规模、创新能力、智能终端产品供

给能力以及内需升级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 根据国家

统计局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我国电子信息

制造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张。 ２０２３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

企业数量达到约４１２００家，较上年增长约１７．２６％，市场规

模达到了３７．７２万亿元；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３．４％，高于高技术制造业０．７个百分点；投资保持

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９．３％，超出同期工业投

资增速０．３个百分点。 这一增长趋势不仅显示了电子信息

制造业的强劲发展势头，也凸显了我国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

中的重要地位。

(二)广西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广西电子信息产业基本形成以南

宁、北海、桂林３个城市为重点，梧州、玉林、贺州等地协

同发展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格局。 ２０２３年，全区电子信息

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２９５．５亿元，完成投资１８４亿元，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３４９家。 以网络通信设备、手机及零部件、

新型显示为主导的产业链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完善，电子信息

制造业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１９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７８家、

自治区级单项冠军企业１２家。 主要产品包括计算机、手机

终端、智能电视、通信设备、智能音箱、声学和光学模组、

电子元器件等。

(三)来宾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

来宾市加快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主动承接粤港澳大湾区

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着力完善产业链条，加快引进一批整机

制造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初步形成电子触控智能终端产

业链、智能小家电产业链，实现电子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

一到多、从一家光电企业到多家电子信息公司入驻产业园的

蝶变。 中沛电子信息产业园一期项目５栋厂房全部建成投

产，二期１９栋厂房全部建成陆续投用。 ２０２３年，全市电子

信息产业规上产值１６亿元，初步形成以广西中沛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沛光电公司”)为核心的电子触控智

能终端产业集群和智能触控终端产业链。 电子信息制造业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２４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１２家，初步

形成了一条以中沛光电公司为链主的电子触控智能终端产

业链。

当前，来宾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

是产业人才缺失，本市仅有２所高等院校、１０所中等职业学

校，仅有少量院校与企业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产业技术

人才紧缺。 具有电子信息行业从业经历的产业工人不足，

造成外地企业难以落户。 二是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偏低，企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教学实践　　Jiaoxue Shijian

１２８　　　　 前卫 　２０２４．１６

业与科研院校产学研融合不够紧密，创新要素和生产要素未

能有效组合，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较为滞后。 大部分企业信

息化、自动化水平低。 现有企业规模较小，无足够研发经

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利润低，对研发

经费投入意愿不强。 三是现有产业政策不多，难以吸引高

端产业入驻园区。 尚未出台电子信息产业专项扶持政策，

扶持政策不多、力度不大，对企业吸引力不强；部分优质企

业享受“一企一策”优惠扶持，主要体现在厂房租金、搬迁

扶持、装修扶持等方面；多数企业仅享受厂房租金扶持。

产教融合在促进中职学校电子专业群赋能区域电子

信息产业实践中的作用

产教融合是通过相关部门、学校、企业等多方协同，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一种新型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在

中职学校电子专业群赋能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的探索中，产教

融合可以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促进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的构建，为中职学校与企业之间搭建了一座坚

实的桥梁，使双方能够建立起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有助于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更能

推动双方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首先，通过产教融合，中职学校可以与企业共同制定电

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这意味着，企业能够将自己的用人

需求、行业标准以及技术发展趋势等信息反馈给学校，从而

帮助学校更好地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同

时，学校也能根据企业的反馈，不断调整和优化电子专业的

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使教育内容更加贴近实际、更具实

用性。

其次，校企双方还可以共同开发课程资源。 企业可以

提供真实的案例、实践项目和专业技术支持，使学校的课程

内容更加生动、有趣且实用。 这种合作方式不仅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专业知识和技能。

(二)优化专业布局

在当今社会，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日益

凸显。 产教融合作为连接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重要桥

梁，对于引导中职学校优化专业布局、提升教育质量具有显

著意义。 具体来说，产教融合可以通过进一步分析区域产

业发展趋势，为中职学校调整电子专业设置和布局提供有力

指导，使专业群更加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首先，产教融合需要密切关注区域产业需求动态，了解

产业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 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相

关内容，联合体可以准确把握产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为中

职学校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设置建议。 例如，在电子领

域，随着新能源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相关技能人才的需求

也日益增长。 产教融合可以建议中职学校加大对这些新兴

领域的投入，增设相关专业或课程，以满足产业发展的

需要。

其次，产教融合促进中职学校与产业界的深度合作。

通过搭建政—校—企合作平台，组织政—校—企交流活动，

联合体可以推动中职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

和人才共享。 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中职学校更加深入地了

解产业需求，及时根据企业用人标准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提高学生的技能和职业素养。 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

参与中职学校的专业教学和实践教学，培养更符合企业需求

的技能人才。

产教融合在优化中职学校电子化工专业布局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通过深入分析产业发展需求、促进校企合作以

及建设专业集群等措施，联合体可以推动中职学校电子化工

专业的快速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提升教学质量

通过产教融合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中职学校在电子

专业的教学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教学质量得到了有效提

升。 这一改进不仅有助于培养出更多符合产业需求的高素

质技能人才，还为学生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首先，产教融合通过共享资源，使得中职学校能够获取

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这包括先进的教学设备、丰富的实

训场地、专业的教师团队以及前沿的学科知识等。 这些资

源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效果。 例

如，中职学校可以引进先进的实验设备，让学生们有机会亲

身操作、实践，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电子专业知识。 同

时，与产业界的紧密联系也使得中职学校能够及时了解产业

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将最新的技能传授给学生。

其次，产教融合通过优势互补，促进了中职学校与企业

之间的深度合作。 企业可以为学校学生提供实习、实训机

会，让学生有机会亲身体验工作环境，了解产业运作的实际

情况。 这种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学校也可以为企业输送优秀的

人才，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这种合作方式

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

争力。

通过产教融合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中职学校在电子

化工专业的教学质量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这不仅有助于

培养出更多符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还为学生提供

了更为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同时，这种合作模式也有助

于提升中职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中职学校电子专业群赋能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的实践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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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中职学校作为培养一定技能人才

的重要基地，其专业群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电子

这一领域，发挥“政—校—企”三联动作用，加强专业群建

设，不仅能够提升学校的整体实力，更能为社会培养出更多

具有一定技能的专业人才。

(一)围绕电子信息产业，积极出台相关政策

以来宾市为例，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和文件。 例如，《来

宾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充分发挥临

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

息产业转移，着力完善产业链条，加快引进一批整机制造企

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加快建

设来宾市“五千九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方案》提出“将

主动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着力完善产业链

条，加快引进一批整机制造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

(二)中职学校应围绕电子专业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专

业群

一是构建“产业引领、专业对接”群链融合机制，解决

学生专业技能“实力不强”的问题。 以服务来宾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为驱动，对接区域电子元器件生产、集成模块设

计、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链，匹配电子元器件装配、电气控

制与PLC、单片机集成电路设计、电子产品市场营销等企业

岗位人才需求，组建以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专业为核心，由

数控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和新能源

汽车专业组成的专业群，应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培养，应

岗位需求开展“定岗”培养，应技术要求开展“定向”培

养，形成专业群与产业链“互应”的群链融合人才培养机

制，有效解决“群链融合”缺内生动力、机制支撑度不够的

问题，显著提升学生职业能力和素养。

二是建立“平台支撑、岗课融通”专业教学体系，解决

学生职业发展“根基不牢”的问题。 联合来宾市职业院

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组建“产教联合共同体”，由相

关部门主导，统筹政行企校研多方资源，共建校内、校企、

园区三级多功能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选树先进劳模工匠建设

来宾市工匠学院，遴选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成立电子技能

大师工作室，建成“共同体＋基地＋工匠学院＋大师工作

室”四位一体融合育人平台，发挥协同育人功能。 校企合

作制定评价标准，开发“岗课”一体化专业核心课程，融入

产业链对应岗位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创新

“教、学、做、产四进阶”实践课堂教学，完善教学体系，

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筑牢学生职业发展根基。

三是实施“履带循环式”人才培养策略，解决学生持续

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将学生培养过程分解为校内专

业技能学习和企业岗位工作实践两个环节，创设回校再次提

升、重返企业锤炼成长的校企“联合培养、岗位成才”的学

徒制模式。 根据学生的适应情况，实施“履带循环式”人

才培养，优化一体化育人流程，更好地应对学生成长个性化

差异以及企业岗位人才需求的不断更新，保障学生能够掌握

企业真实岗位所需职业技能、要领。 同时，培养学生的职

业道德、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就

业能力，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提供推动力和牵引力。

展望

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发展，中职学校电

子专业群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相信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中职学校电子专业群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和壮

大，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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