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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

一、概况

（一）企业概况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晶科能源”）于 2022 年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其间接控股股东晶科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于 2010 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晶科能源是

一家全球知名、极具创新力的太阳能科技企业。产品服务全

球 160 余个国家和地区 3000 余家客户，多年位列全球组件

出货量冠军。晶科能源在中国、美国、马来西亚、越南拥有

12 个全球化生产基地。现有研发技术人员 1000 余名，取得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

军等多项殊荣。

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2 月，是晶科

能源全资子公司，位于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注册资本 11

亿元。公司员工 2300 余人，单晶棒产能达 18GW，年产值超

过 120 亿元，且在不断加大在川投资建设规模。

（二）参与职教条件

公司在全国建有多个生产基地，内部建有“晶科大学”，

形成了完善的职工培训体系，与全国多所院校开展校企合作

并建立了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岗位，为职

业院校教师提供岗位实践和技术研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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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沿革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与晶科能源从 2013 年开展校企合作；

2016年起开展订单班人才培养并持续至今，建设7个订单班、

定制化培养人才超过 280 余人，接受教师企业实践 100 余人

次；2019 年凭借良好的合作关系引荐晶科能源落户四川乐山，

成立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2019 年 12 月共建乐山新能源

材料产业学院，校企合作迈向新台阶。

校企双方 2016 年起共建乐山硅材料职教集团并于成功

入选国家级示范性职教集团。2019 年共建了乐山新能源材料

产业学院，形成了“四链融合五维共建”模式，树立了“阳

光工匠”育人品牌，构建了“双主体、双导师、双课堂、双

考核”的四双人才培养体系。双方形成了共建专业、课程、

教学资源、实训基地、师资队伍的“五维共建”合作模式。

共同成立了硅材料专指委，开发了硅材料制备技术、光

伏材料制备技术专业 3 个教育部专业教学标准。共建了多晶

硅实训基地、四川省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参与建设国家级教

学资源库 2 门专业核心课程，开发了《晶体硅制备技术》等

项目化教材。2019 年双方获批教育部光伏材料制备技术“双

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2021 年共同完成教学成果获四川

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20 年共建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学院

“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工程学院”，2022 年共建

西部硅材料光伏新能源产业技术研究院，参与企业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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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 项，培训企业员工 1200 余人。

二、企业参与教学

为深化产教融合，2020 年，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与晶科能

源合作成立了乐山新能源材料产业学院；2022 年在乐山市五

通桥晶硅光伏产业园区政府的支持下，政府、企业、高职、

中职在产业园区共建了“乐山绿色硅谷产业学院”，形成了

“三融通六共建”校企合作新模式，共同培养地方千亿光伏

产业急需的产教融合人才，助力区域产业升级，服务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2022 年，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与四川晶科

能源共同申报并立项了四川省第二批产教融合示范项目“晶

硅光伏产教融合示范园区”。

图 1 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主任宋凯为产业学院揭牌（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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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乐山绿色硅谷产业学院揭牌（2022.3）

（一）三融通，促进产业学院落地生根

通过制度融通、岗位融通、文化融通，将企业制度、岗

位标准、企业文化融入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人才培养无

缝对接。在订单班中，把企业文化融入班级文化，企业导师

定期到班级开展企业文化、企业制度和企业课程辅导。四川

晶科将学生作为“管培生”和后备干部培养，投入大量资源，

大幅提高了学生的培养质量。

（二）六共建，共育高素质产业人才

产业学院形成了“六共建”校企协同模式：一是共建专

业，二是共建资源，三是共建基地，四是共建标准，四是共

建团队，五是共建平台，六是共同攻关。

1．共建专业，建设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成立了以企业副总牵头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共建四

川省硅材料制备技术高水平专业群，根据企业岗位群需求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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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年起，连续 6 年共组建 8 个“晶科”订单班，

开展定制化人才培养。学院主导，晶科能源参与，与五通桥

竹根职业中学合作，开展中高职衔接、“3+2”五年制贯通培

养，产教融合共育人才。

落实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协助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在赞比亚建设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工程学院，

捐赠 30kW 光伏电站设备在当地建设实训基地，为当地培养

新能源技术技能型人才。

图 3 共建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工程学院

2．共建教学资源，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双元开发教材，基于工作过程开发课程资源，把企

业优质课程导入教学过程。校企共同开发了《晶体硅生产技

术》、《直拉单晶硅生产技术》、《光伏材料检测技术》等教材

和在线教学资源。其中，《多晶硅生产技术》、《光伏材料检

测技术》课程是国家级教学资源库核心课程，《晶硅太阳电

池生产技术》入选四川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3．共建实训基地，提升技能水平

共同建设了中央财政支持多晶硅仿真实训基地、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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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材料制备技术“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四川省虚

拟仿真实训中心等实训基地。

图 4 共建四川省光伏新能源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图 5 共同开发晶体硅制备 3D虚拟仿真实训项目

以晶科全球基地为载体，整合学校资源，在产业园区建

设技能实训培训基地。在产业园区共建技能实训培训基地，

建成融教学、生产培训和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校企生产服务

型新能源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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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晶科能源人力资源培训基地及人才培养基地

4．共建标准，提升技能水平

在市人社局支持下，校企共同开展了《直拉单晶工职业

技能等级标准》的制定工作，服务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

点。通过技能等级标准制定，切实加深了校企双方人员流动、

技术交流，促进了企业员工职业技能培训开展、学校岗课证

融合课程建设。2022 年 5-8 月，协助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乐山市晶硅光伏行业职工技能大赛。

5．共建创新平台，提升服务能力

校企共建了乐山市光伏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

术中心、绿色硅谷博士工作站。在市科技局支持下，联合高

校、院所和企业共同成立“乐山西部硅材料光伏新能源产业

技术研究院”，2022 年获批成为四川省首批新型研发机构。

充分发挥校企研发人才优势，开展了产业技术分析、废弃物

资源回收利用、产品质量改进等合作研究项目，定期邀请企

业技术专家到校交流，共同开展课题申报和研究，并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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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大幅提升了教师研发能力和技术服务

水平。

图 7 共建绿色硅谷博士工作站（2022.5）

6．建设高水平双师队伍，提高培养水平

产业学院以企业人力资源总监为副院长，建立了校企人

才双向流动机制，选聘了一批优秀的企业管理、技术、生产

员工作为兼职教师和企业导师；在企业设置了教师企业实践

岗位，每年寒暑假或根据项目需要选派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

或开展技能培训、技术研讨等活动，打造了一支高水平的双

师素质教师队伍，为人才培养提供了高支撑。

三、企业资源投入情况

（一）企业职工培训

晶科能源以“改变能源结构，承担未来责任”为目标，

积极投入培训和职业教育。2021 年，公司继续增加培训投

入，不断优化培训体系，通过内外训搭配，线上和线下结合

的方式，给员工提供全面的学习机会。人力资源部作为公司

员工培训的主管机构，充分考虑业务目标，结合员工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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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制定培训规划、标准及制度。开发学习项目，涵盖推动

公司战略人才培养、关键岗位人才培养、通用能力培养。社

会责任意识提升四个方面。各业务单位和职能部门在人力资

源部的指导和支持下，负责各类专业培训及员工职业发展规

划，为员工提供更加细致、更具针对性的培训。2021 年公

司共完成 462 期培训，覆盖管理、专业技术、安全生产管

理、通用职业能力、环境保护、能源与气候、法律法规，社

会责任等各方面内容，培训累计课时 735323 小时。人均课

时 26.2 时，全年培训 99205 人次，培训覆盖率达 98.75%。

（二）校企合作投入

晶科能源与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在校企合作实现了资源、

资金、技术和人力等多方面的投入。

晶科能源与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共建了乐山五通桥、浙江

海宁等两个实习基地，接受学生实习就业和教师企业实践。

2021 年接受 68 名学生岗位实习，32 名学生就业，29 名教师

企业实践，89 人次教师企业考察交流。

企业已捐赠 25 万元设备在赞比亚建设光伏电站实训基

地。每年投入固定资金用于订单班人才培养。

企业每年有 10 人以上经验丰富的生产、技术人员担任

学生实习指导教师。聘请人力资源总监谢文辉、技术副总监

龙昭钦等技术专家作为产业导师，共同开展专业建设、教学

资源建设、技术攻关等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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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参与高等教育教学的成效

（一）产教融合程度明显提高

产业学院所属乐山硅材料职教集团被列入国家级首批

示范性职教集团。2022年，学院和四川晶科能源等单位共同

完成的教学成果《政行校企所协同模式下高职新能源材料专

业群“四双”人才培养的改革实践》获四川省职业教育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2022年校企双方成功申报立项四川省第二批

产教融合示范项目，校企合作进一步深化。校企年均技术交

流学习 100人次以上；共建了《晶体硅制备技术》等课程资

源，开发企业晶体硅制备岗位技能等级标准。承接省部级重

大科技攻关项目 8项，联合区域高校、企业共同成立西部乐

山硅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省级协同创新平台。

图 8 获四川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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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教育部首批示范性职教集团

图 10 参加四川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博览会（2022.11）

（二）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毕业生爱行敬岗，就业率常保持在 95%以上，其中行业

500强企业年就业率 50%左右。专业对口就业率超过 70%，

40%毕业生就业园区企业；学生就业满意度超过 95%；学生

获国家、省级、行业创新大赛奖项 16项，专利授权 3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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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2名学生获企业技改重大贡

献奖励。

（三）教师技术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教师团队建有四川省紧缺领域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

平台，是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省级课程思政示范教学团

队。自主开发了新能源材料专业群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完成

了国家级新能源类专业教学资源库 2门核心技术课程建设，

公开出版教材 11本，完成了《教育部硅材料行业人才需求

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重大课题研究，市厅级以上课题 30

多个，撰写论文 50余篇，8名教师获得全国微课比赛奖项，

7名教师获得省级以上教学能力比赛奖项。

图 11 共建四川省紧缺领域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五、问题与展望

1.产教融合在混合所有制建设存在机制障碍。实体化建

设产业学院的过程中，对于校企投入及内部产权制度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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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障碍，阻碍了企业投入。

2.本科层次现代学徒制培养有待突破。优秀学生专升本

后，需要进入本科脱产学习。期间企业流失优秀员工，学生

会脱离行业，不利于专业人才的贯通式培养。

下一步将以产教融合示范项目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深化

校企合作，推进产业学院建设；进一步提升办学活力和社会

服务，加强中高本一体化人才培养探索，全力服务学院高水

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2022年12月
	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
	一、概况
	（一）企业概况
	（二）参与职教条件
	（三）校企合作沿革

	二、企业参与教学
	（一）三融通，促进产业学院落地生根
	（二）六共建，共育高素质产业人才
	1．共建专业，建设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2．共建教学资源，深化产教融合
	3．共建实训基地，提升技能水平
	4．共建标准，提升技能水平
	5．共建创新平台，提升服务能力
	6．建设高水平双师队伍，提高培养水平


	三、企业资源投入情况
	（一）企业职工培训
	（二）校企合作投入

	四、企业参与高等教育教学的成效
	（一）产教融合程度明显提高
	（二）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三）教师技术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五、问题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