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层设计下的仪器仪

表制造行业人才培养

模式优化研究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在国家"顶层设计"政策引导下,如何优化仪器仪表制造

行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更多高素质、实践能力强的行业人才,为行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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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仪器仪表制造业作为先进制造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当前行业

面临着人才培养模式跟不上行业发展需求等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优化人才

培养模式,为行业持续稳健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研究背景

行业发展需求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

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仪器仪表制造业正面

临着更高的质量要求

和产品性能需求。行

业需要大量掌握先进

工艺、熟悉智能装备

操作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人才。

政策引导导向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

和"双碳"目标的政策

引导下,仪器仪表行

业被列为重点发展领

域。政府出台多项支

持政策,要求行业加

快技术创新和人才培

养。

产业结构升级

仪器仪表产业正从传

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

型,对人才的综合素

质和实践能力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迫切

需要优化人才培养模

式,培养适应行业发

展的高质量人才。

人才供给瓶颈

目前行业普遍反映人

才供给不足,高技能

人才尤其短缺。人才

培养机制与行业发展

需求存在脱节,亟需

进一步优化。



研究目的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针对当前仪器仪表行业人才培养存在

的问题,探索在国家顶层设计下如何优

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高素质行业

人才。

增强行业发展动能

通过优化人才培养,为仪器仪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推动

行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

实现双赢发展

促进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有效对接,实现政府、企业、高校等各方共同参与、协同发

展的人才培养新格局。



研究意义

行业发展推动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为仪器仪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助力技术创新和转型

升级。

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综合素质过硬、实践能力强

的行业人才,为企业和行业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利益相关方协同

促进政府、企业、高校等各方共

同参与和协调配合,构建人才培

养新格局。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针对仪器仪表行业

人才培养模式已开展了一系

列研究,提出了基于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等新模式的优

化建议。但仍需进一步系统

完善。

国外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产业链人才培养等方面

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学习,

如德国的"双元制"培养模式。

但需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进行

本土化改造。

行业协会引领

国内行业协会已开始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推动企业、高

校等多方共建人才培养体系。

但协调力度和机制有待进一

步健全。



仪器仪表制造行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制造环境专业化

随着行业转型升级,仪器仪表制

造企业正不断提升生产设备和工

艺水平,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提出了更高要求。

校企合作开展培养

一些高校已与行业企业建立紧密

的人才培养合作机制,通过订单

定制、校内实训等方式培养行业

所需人才。

行业培训体系建设

行业协会和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建

立起比较完善的继续教育和职业

技能培训体系,为在职员工提供

系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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