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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是全球能效管理领域的领导者，1836 年由施

耐德兄弟创立。主要业务包括电力，工业自动化，基础设施，节能增效，能源，

楼宇自动化与安防电子，数据中心和智能生活空间等业务领域，施耐德自 1987

年进入中国，助力中国地区建设提质升级，传递绿色能效的理念和价值，确立了

中国市场的领先地位。施耐德在华拥有 28000 名员工，53 个办事处，28 家工厂，

7 个物流中心，1 个研修学院，3 个全球研发中心，1000 多名研发工程师，1 个

实验室，1 所能源大学，700 多家分销商和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 

自 1987 年进入中国以来，施耐德电气一直深深扎根中国、服务中国，并时

刻铭记企业社会责任。2000 年至今，施耐德电气已向中国社会机构捐赠现金及

物资价值近 1 亿元人民币，其中员工个人捐款近 1000 万人民币。施耐德电气精

心策划了 Luli 项目、碧播计划、紧急救助项目和大学项目等一系列社会责任项

目持续地回报中国社会。 

二、合作背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控制技术学院现有机电技术系、自动控制技术系、机器人

技术系、供热空调技术系、技术基础部、实训部及机器人技术研究所等 7 个系部，

专职教师七十余名，现有在校生超 2400 人。 

近年来，控制技术学院智能控制技术专业聚焦智能制造，围绕无锡地区先进

制造业的两化融合和产业升级需求，全面提升校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以自动化

集成技术、生产过程数字化管控技术等研究方向为突破口，从技术合作、校外实

习基地共建、企业员工应用技能培训、骨干教师进企业顶岗实习、共同参与工程

项目及技术服务等方面与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进行深入校企合作，实现



2 

 

共赢并建立长效机制，实现专业群水平整体提升，为无锡地区制造业特别是高端

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发展、升级输送了大量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 

三、合作机制 

为做好校企合作相关事宜，双方成立了校企合作委员会，全面协调双方立场

及述求，确定校企合作的指导思想及宏观思路，每年召开会议，确定该年度校企

合作的内容及具体项目，对具体项目进行指导，督促具体项目的实施进程，并根

据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形成反馈信息，并在以后的实施中加以改进。 

委员会下设教学与培训项目组、学生创新活动项目组、工程服务及项目开发

组等工作机构，定期协调并推进合作。 

1. 教学与培训项目组  

教学与培训项目组主要负责订单班管理与实施、教师进入企业顶岗实习任务

的确定及具体操作、师资及企业培训项目的管理与实施等。 

2. 学生创新活动项目组 

学生创新活动项目组主要负责学生进入企业顶岗实习活动的安排、选拔学生

进入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或创新制作及具体指导、校内竞赛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学

生毕业设计课题确认及指导教师确定、优秀毕业设计的推荐等工作。 

3. 工程服务及项目开发组 

工程服务及项目开发组主要负责双方合作开展工程项目的确定与实施、省市

级科研课题的申报等工作。 

四、合作内容 

1. 共同完善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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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建设符合专业群建设及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校内外实践基地是实践为

主导的课程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施耐德技术与控制技术学院共同成立了

施耐德工业软件学院，除了满足教学科研需求还承担施耐德工业软件中国认证中

心建设。施耐德技术投入 300 多万元工业软件，共建了“工业软件实验室”，目前

该实训室已成为控制学院校内实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订单班、自动化综合

实践、学生技能培训、企业员工培训等教学和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图 1 共建工业软件实训室 

2. 共同实施师资及社会培训 

充分发挥工业软件实训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定期进行产品展示及用户培训，

并通过共建平台促进知识共享与经验交流。利用周末及寒暑假，双方共同开展各

类培训，年培训滨湖区工会企业培训 350 人次，省内外同行院校师资 150 人次

等。此外，结合中央财政支持“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服务能力提高”项目的实施，

控制技术学院每年派遣骨干教师、青年博士进入施耐德技术进行顶岗实习，并深

度参与工程项目实施，大大提高了年轻骨干教师的工程意识及工程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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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共同开展各类师资培训 

3. 共同成立科技开发及技术服务平台，开发大赛设备 

双方以以学校省级共享型实训基地——智能制造工程中心、江苏省中小企业

工业机器人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工业 AGV 无锡市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等优势

资源为平台，以施耐德工程师和控制技术学院省科技创新团队为项目技术研发骨

干，成立科技开发及技术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聚焦智能制造领域，以自动化集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和生产过

程数字化管控技术为突破口，除广泛开展区域企业技术服务外，还开发了申报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制造赛项的“智能制造生产单元”平台，目前样机已形成

成品并完成调试。本平台结合汽车生产行业生产流程实际运用过程，借助立体仓

库、输送线、工业机器人、AGV 以及调度管理系统实现了汽车轮毂的自动加工，

体现了智能制造的透明生产与管理，实现模拟智能制造全过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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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共同开发“智能制造生产单元”大赛平台 

4. 共同制定智能制造国家标准 

2016 年 9 月，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下达了由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申报并主持的《生产现场可视化管理系统技术规范》（计划编号：20161197－T

－604）国家标准制定任务。本标准属于《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

“关键技术－智能工厂－智能管理－可视化管理”范畴，生产现场可视化管理系统 

（visual management system for production site）是指利用形象直观而又色彩

适宜的各种视听觉感知方式，以公开化为基本原则，将各种管理状态、方法和异

常明示化，实现产品、设备、库存、生产状态、能源监管等信息的可视化，以强

化车间生产管理工作，提升现场管理水平，培育自主型员工，优化现场工作环境

的管理系统。 



6 

 

可视化基础设施设备

信息采集设备 看板设备 视频设备

功能模块

产品信息可视化

设备信息可视化

生产状态可视化

库存信息可视化

能源监管可视化

系
统
集
成

基础设施设备

生产现场可视化系统

企业级系统

企业资源计划(ERP) 制造执行系统（MES）
企业级系统

语音广播设备

 

图 4 标准主要内容框架 

此标准由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牵头起草，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

所、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控

制技术有限公司等共同参与，经过一年工作，已于 2017 年 10 月经国家标委会

电子投票通过，现已发布。 

五、主要成果 

1.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锤炼了教师工程实践能力，扩大了专业群品牌影响

力 

公司深度参与控制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训室建设等

工作，在《工业软件技术及应用》等课程实施过程中，安排了多名经验丰富的工

程技术人员通过订单班、专家讲座、企业顶岗实习指导等多种方式为学生授课，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顶岗实习环节，企业结合实际，提供学生的毕业设计（论

文）课题，并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具体指导，学生参与项目实施后，将其升华

作为毕业设计选题，获省级毕业设计一等奖 5 项，团队毕业设计 3 项，先后获

江苏省大学生挑战杯一等奖、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创业大赛江苏省特等奖等 3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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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师与施耐德技术通过科技开发及技术服务平台合作，共同承担自动化

领域企业的工程认证和和技术支持，先后成功地承接了 10 多个工程项目，教师

的工程能力得到了实践锻炼，累计申获项目相关专利 7 项，到账经费 300 万元。

通过联合制定智能制造国家专利、开发智能制造赛项设备等高端合作，已经奠定

了专业群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品牌地位。 

2.形成了可操作的人才培养机制，产出了相关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通过双方深度合作，实施并优化了系列校企合作规章制度，深化了专业群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了教学模式、课程建设、学生评价等专业内涵建设。以合

作案例为主要支撑的教学成果“技术引领、校企互信融合的智能装备技术专业群

建设与实践”获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柔性分层的高职自动化类专业实践体系

建设”获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申获 2015 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基

于品牌企业合作的高职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等，形成了系列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具有较高的示范和辐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