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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工业节能技术专业的调研，获取了节能行业的人才需求情况，分析了数字经济、

绿色低碳等新业态下工业节能技术专业的职业能力，科学地构建了课程体系，探讨了教学标准制订过

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对标准制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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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industrial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specialty, this paper obtains the 

talent demand condition of energy-saving industry, analyzes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industrial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specialty under new business formats such as digital economy, green and low carbon,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s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discusses the ke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standard 

formulation, which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standard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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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

2023年）》的通知都明确指出，要完善教

育教学相关标准，发挥标准在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国家面向产

业急需领域和量大面广的专业，修（制）

订国家标准。按照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

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

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完善中等、

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 

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国家应对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气候变化危

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四五”是碳达峰

的关键期、窗口期，要以能源绿色低碳

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工业节能技术

专业精准对接高效节能产业，以工业企

业生产过程的能源高效利用为主线，结

合产业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的新趋势，

服务于企业和园区的节能低碳工作，推

动“中国制造”向绿色制造、低碳发展、

数字经济转型升级，精准助力粤港澳大

湾区节能低碳发展。在数字经济、低碳

发展的新业态下，工业节能技术专业教

学标准要想对接产业发展的新要求，必

须深入调研节能行业企业，分析职业能

力，合理构建课程体系，科学制订教学

标准，这样才能满足时代发展对节能类

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1 节能行业人才需求 

1.1调研的路径、方法和内容 

紧扣生态工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以

“工业用能系统”为主线，沿着重点用

能企业（需求侧）—节能咨询和节能工

程服务公司（服务侧）—节能设备生产

企业（供给侧）逆流式产业链条路径进

行调研。 

科学设计调研方案。按不同行业、

不同类别企业设计了7类调研问卷，主要

采用在线问卷调研、企业深度访谈、院

校和机构现场调研、线下问卷调查、招

聘网站大数据分析等多种形式。行业调

研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相关政策对节

能产业的支持，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对节能产

业人才技术技能领域提出的新要求，节

能产业技术技能人才供求状况及需求预

测等。企业调研分为重点用能单位、咨

询服务类企业、节能工程服务公司和节

能产品生产企业等四类，开展企业深度

访谈调研，调研企业紧缺的岗位群、对

高职工业节能技术人才的需求、职业能

力需求等。企业调研问卷包括：企业类

别，企业工业节能技术人才起薪，岗位

学历要求，岗位能力要求，人才素养要

求和岗位应具备的技能证书，对毕业生

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对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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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过程与效果的建议等。大数据调

研，主要包括不同领域对节能人才需求、

不同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不同岗位群的

主要工作领域等。借助国家节能中心、

行业协会、企业、学校等多方协同平台，

调研了节能产业链相关企业221家，实地

深入调研企业52家。 

1.2行业企业人才需求 

随着国家节能服务产业不断发展，

节能产业总产值不断增长，呈逐年上涨

趋势。数据显示，节能服务业总产值由

2011年的1250亿元增至2019年的5222亿

元，预测2025年节能服务业总产值目标

将达到8080亿元；全国从事节能服务的

企业由2011年近3900家增至2019年的

6547家，节能服务公司2019年的营业收

入在2000万元—1亿元和1亿元以上的中

大型企业占到60%，充分体现了节能产业

的迅猛发展。2011年—2019年节能服务

产业从业人数从37.8万人增长至76.1万

人，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27% ，预计

2022年从业人数增长到99.2万人。在能

源计量体系、能效监测体系、能管中心

等能源管理体系建设中，在节能服务公

司开展高效节能装备推广应用、节能工

程实施中，在节能装备研发设计中，在

节能装备生产制造、维修服务中，对节

能人才都有较大的需求。节能产业的发

展不仅对从业人员数量有较大需求，对

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有较高的要求，体现

了工业节能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

必要性。 

1.3节能行业岗位群 

通过调研，厘清了工业节能技术对

应的行业、职业类别、主要技术领域、

岗位群。工业节能技术面向节能技术推

广服务行业的能源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

职业群，主要技术领域为节能低碳技术

服务、能源管理与监测、节能工程技术

类，培养能够从事能源管理、咨询服务、

节能检测、节能工程设计、节能工程项

目管理、销售和售后技术支持等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 职业能力分析 

对接核心岗位需求和绿色低碳、数

字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进行职业能

力剖析。 

2.1工业企业用能系统的核心职业

能力分析 

工业企业的主要用能系统有蒸汽、

热水等热力系统，变压器、电机、照明

等供用电系统，制冷工艺、洁净厂房、

空气源热泵干燥等制冷和热泵系统，动

力气源、输送气源等需要的压缩空气系

统，工艺系统的余热利用等。工业企业

能源管理和节能技术改造围绕着以上几

个主要用能系统，开展节能检测和监测、

节能诊断、节能改造。因此，本专业毕

业生必须要具有能源管理和监测的能

力，具有热电联供、制冷与热泵、空压

机、电气等系统能效监测、节能诊断、

节能方案编制、节能优化改造的能力。 

2.2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对职业

能力的新要求 

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着节能产业的

不断发展，节能改造向着高技术含量的

系统节能发展，建设智慧供热管控平台、

智慧中央空调云平台、智慧空压机站、

智慧供用电云平台、新能源系统、储能

系统组成的综合能源系统是主要方向。

本专业毕业生必须要具有工业物联网的

认知和应用能力，具有远程运营和维护

的能力，同时要具有利用新能源技术、

储能技术的能力。 

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中提出，要实施节能降碳增效

行动，全面提升节能管理能力、实施节

能降碳重点工程、推进重点用能设备节

能增效、加强新型基础设施节能降碳。

因此，本专业毕业生要具有能源审计、

节能量核算、碳核算和核查的能力。 

2.3职业能力分析 

根据节能行业企业的调研结果和绿

色低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出的新要

求，工业节能技术专业毕业生需要具有

以下职业能力： 

（1）具有能源管理、能源在线监测

的能力。 

（2）具有能源审计、节能量核算、

碳核算与核查的能力。 

（3）具有热电联供系统和电气系统

能效监测、节能诊断、节能方案编制、

节能优化改造的能力。 

（4）具有制冷与热泵系统和空压机

系统能效监测、节能诊断、节能方案设

计、节能优化改造的能力。 

（5）具有工业物联网的认知和应用

能力，具有远程维护和维修设备的能力。 

（6）具有利用储能技术、新能源技

术的能力。 

（7）具有适应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

的基本数字技能，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

识、专业信息技术的能力，基本掌握节

能低碳领域数字化技能。 

3 专业能力培养与课程体系

构建 

在专业调研和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

上，凝练节能低碳特色课程，基于工作

过程设计专业核心课程内容，专业拓展

课程进一步紧密结合数字化、智能化需

求，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3.1凝练节能低碳特色课程 

凝练了能源计量、企业能源管理、

互联网与综合能源系统、工业低碳技术

等课程，突出了本专业节能低碳的特色。

并在课程中引入在线能耗监测系统、智

慧能源管理中心、在线填报能源利用状

况报告、碳核算和核查等相关教学内容。 

3.2基于工作过程的专业核心课 

本标准打破学科和专业间壁垒，以

工作“原理—节能技术—能效监测—节

能诊断—节能方案—方案设计—建设实

施—运行维护”为主线重组专业核心课

程，设置热电联供系统节能技术、制冷

和热泵系统节能技术、空压机系统节能

技术、电气系统节能技术、储能技术等

专业核心课程，并将智慧用能系统在线

监测、能耗分析和管理、节能运行、智

慧运维等融入课程。 

3.3拓展课紧密结合低碳化、数字

化、智能化 

专业拓展课依据岗位的职业能力分

析，在专业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对接低

碳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能的培养，

设置了工业低碳技术、建筑节能技术、

新能源利用技术、互联网与综合能源系

统、自动控制与信息处理、工业物联网

技术、电力安全技术、单片机与可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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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工程施工管理与安装、工程概

预算等课程，补充学习本专业所需要的

知识和能力。 

4 教学标准制订过程中重点解

决的问题 

4.1重点解决了工业节能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职业面向不清晰的问题 

本标准研制过程中以“工业用能系

统”为核心，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节

能服务企业—节能设备生产企业”逆流

式调研，通过调研和分析厘清了对应行

业为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行业，主要职业

类别为能源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破解了

本专业职业面向不清晰的问题。 

4.2重点解决了专业对应技术领域

不清晰、人才培养目标无法精准对接产

业需求的问题 

工业节能涵盖领域广泛，多数院校

在开设工业节能技术专业时通常以某一

行业为依托，未能有效体现工业节能对

交叉学科人才的需求。本标准研制过程

中通过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方协

同合作实现产教融合目标，坚持行业指

导、政府协助、学校主体、企业参与的

方式进行，厘清了节能低碳技术服务、

能源管理与监测、节能工程技术等技术

领域，从事能源管理、咨询服务、节能

检测、节能工程设计、节能工程项目管

理、销售和售后技术支持等工作岗位，

实现了专业与技术领域的对接，人才培

养与岗位的对接，人才培养目标精准地

对接了产业需求。 

4.3重点解决了高职工业节能技术专

业课程体系中多学科如何融合的问题，厘

清了与其他能源类相关专业的区别 

高职工业节能技术专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需要掌握传统跨专业的相关知

识，各学科课程简单的拼凑并不能实现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因此，

本标准的研制采用了先进的职业教育课

程开发方法，解决了多学科课程拼凑、

课程设置随意化的问题，凝练了以能源

计量、企业能源管理、互联网与综合能

源系统、工业低碳技术为特色的节能类

课程。同时，通过对多学科课程的重构，

构建了工业节能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

破解了本专业课程体系与其他专业重合

的问题，厘清了与其他能源类相关专业

的区别。 

4.4重点解决了中职、高职、职业本

科能力不分明、不衔接的问题 

依据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普通

本科各层次面向的职业岗位，分析高职

学生所对应岗位所需的职业能力，确定

了高职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路径，在知识

结构、能力要求中体现高等职业学校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特点，解决了

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相关

专业教学标准的衔接问题。 

4.5重点解决了人才培养保障体系

建设尚不完善的问题 

在标准研制过程中，系统构建了人

才培养质量的过程保障体系。通过本标

准的研制，聚焦和明确了工业节能技术

专业人才培养的职业岗位、培养目标、

培养规格，并就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教学基本条件等方面的标准，对工业节

能技术人才的培养内容和培养条件提出

了普适性的基本要求，为后期的教材开

发、教学资源开发、实践基地建设以及

教学活动提供了总纲，为教学质量评价

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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