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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推进专业建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新工科建设的关键问题,校企合作作为新工科建

设中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该文以新工科建设的时代背景为出

发点,阐述智能建造专业在校企合作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意义、现状以及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地

方高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思路,为新工科

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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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key proble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s the only wa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mode. This article in the era of 

the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under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reform the significance, present situ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to 

explore local university cooper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reform practice experience, put forward the basic idea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training mode reform to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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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技进步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设计、

生产、施工的一体化管理模式已逐渐普及,传统建筑业将难以胜

任建筑业的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加快建设现

代化建筑产业体系,在建造全产业链条中实现科技创新、数字赋

能、转型升级,从本质上助推房地产业绿色低碳、智慧安全高质

量发展,党的二十大作出了“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重

大决策部署[1]。近年来,国家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积极推动高等教

育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积极探索高校、行业以及企业在智能

建造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积极推动建筑业智改数转。 

1 智能建造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研究意义 

1.1理论意义 

智能建造专业,作为一门集信息技术、自动化控制、机器人

技术等前沿科技于一体的新兴跨学科领域,致力于推动传统建

筑行业的转型升级,旨在提高建筑效率、降低成本、确保施工安

全和提升建筑质量[1]。智慧城市的建设是科技创新推动建筑业

转型发展、激发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点,智能建造构建了一种数

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先进制造方式,符合新质生产力的特征

要求[2],是形成发展智能建筑经济的强大动力和技术支撑。为加

快建设现代化建筑产业体系,在建造全产业链条中实现科技创

新、数字赋能、转型升级。 

1.2实践意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选定长沙市等24个城市开展国家智能建

造和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改革试点,从本质上

助推房地产业绿色低碳、智慧安全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技术下

的智能建造专业将依托于高职教育“智慧工地”管理技术[3],

搭建数智工地应用技术体系,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和新型数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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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人才,用智能建造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产业绿色低碳、智慧安

全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对高职院校培养智能建造专业人才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参考。 

1.3智能建造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是贯彻落实国家发展重要

先进制造业战略背景的重要举措 

2022年10月国家领导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打造

宜居、韧性、智慧城市”；2024年6月,国家领导人在出席2024

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时强调,“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重要驱动力量”[4]。2020年7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改委

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

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以发展智能建造、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为目标,要

以大力发展建筑工业化为载体,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动力,

创新突破相关核心技术,建立24个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工作协调

机制；2022年8月,工信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

动计划(2022-2025年)》,提到要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智慧建筑

发展；2023年,国家发改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发展

智能建造”,首次从国家层面将发展智能建造作为落实国家发展

重要先进制造业的动力之一。 

2 智能建造专业国内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2.1国内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现状 

发达国家在发展智能建造过程中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储备和

培养[5]。2016年,德国提出了与“工业4.0”相配套的“‘职业教

育4.0’框架倡议”,包括提升职业教育培训中学生的数字化技

能水平、支持企业参与数字化学习网络的构建等内容。2018年,

日本[6]提出了人工智能背景下学校教育应采取的变革措施,要

求每年培养25万名人工智能相关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并将责任

细化到不同的政府部门。美国则是以企业为主导培养技术人才,

由BIM软件的研发公司担负培养数字化软件技术人才的主要责

任,所有的软件都对高校免费开放,鼓励高校研究人员和学生了

解并掌握智能建造的数字化技术[7]。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数字

科技对建筑领域的颠覆性越来越强,智能建造作为一种新质生

产力必将引领建筑业时代潮流,因此构建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

养研究,能助推职业教育服务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目标。 

2.2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无论从国家政府层面,还是社会行业企业以及高职院校本

身,都对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的实施充满期待,且也已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为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的改革研究提供了

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但是在相关研究与实践中也存在

比较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智能建造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不够完善 

作为为新型建筑工业提供人才支撑的高职院校,新型建筑

工业所需要的创新人才需求与供给的对接机制。目前政府将经

济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和制度资源向智能建造行业倾斜

度不够,创新人才供给机制相对弱势,因此,支撑人才机制创新,

需要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政校企”合作,重点培养智

能建造专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加强职业化、数字化、智能化

建设,探索产教城融合机制,高校分层培育机制。 

2.2.2未形成数字化人才培养理念 

建筑人才培养当前面临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模式与时代发

展不匹配、人才培养路径需要升级、人才培养内生动力不足和

评价科学性等挑战,传统工科专业育人体系亟需突破创新,培养

理念要从“专业教育、三链发展”转变为“通专融合、思维涵

养、因材施教、家国情怀”,而数字技术,作为智能建造的基石,

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高效的计算资源和智能的决策支

持,使得建筑项目从设计、施工到运维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实现

智能化管理。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筑师和工程师能够对

建筑项目进行更精确的预测和规划,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和施工

延误[7]。云计算平台则为项目团队提供了便捷的协作环境,使得

团队成员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够实时共享信息和资源。物联网技

术的应用,让建筑设备和材料能够实现互联互通,实时监控和管

理,极大提高了施工过程的自动化水平。因此在进行智能建造专

业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方面要突出工程系统思维、工程科学思维、

交叉与创新思维,应坚持以“数字赋能、三位一体、一模到底”

为原则,以“BIM+M+EPC”为路径,积极实现设计、生产、施工、

运维的数字化、一体化。 

2.2.3企业缺乏合作动力,参与育人的积极性不高 

为智能建造发展提供后备人才保障,相关部门缺乏对高校

有关智能建造专业的校企协同育人的智能职责划分,没有采取

科学的方式培育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建立考试、竞赛、职业定位

于一体的考核评价模式。政校企合作不深入, 在国家大政方针

指引下,我国职业院校都纷纷积极探索校企合作之路,但由于企

业过分追求利益,而忽略其人才培养的责任,出现校企合作不协

调的现象,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很难形成“互利共赢”的共同体。

协同育人中,合作办学体制不够完善,政府职能发挥不充分,没

有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和企业追求的经济效益之间找到平

衡点,不能保证企业在合作中的权益追求与主体地位。 

3 新工科背景下智能建造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思路 

3.1拓宽全生命周期典型项目人才培养全过程 

可以根据省域新质生产力的人才需求,以企业为基点,依托

“BIM+装配式+智慧运维”全生命周期的典型项目,从设计源头

出发,深入了解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建造以及运维管理全过程。目

前在国家发展重要先进制造业的战略背景下,智能建造专业需

要利用好国家智能建造试点的重大契机,做好智能建造人才培

养与储备,高职院校需要与地方政府、企业交流,探讨设置智能

建造专业的定向培养任务,明确打造智能建造全生命周期咨询、

生产、施工、机电、装修、门窗、建材、互联网、物管十大产

业的培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引导全国智能建造专业建设

和土建类专业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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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突出以应用场景为主线的相关课程体系 

在当前建筑行业的发展进程中,智能化已成为推动行业进

步的关键力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构建多层次的BIM

技术应用场景,将“业务、数据和技术”这三个核心生产要素紧

密融合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打造出一系列以“BIM+

装配式建筑、BIM+智能生产、BIM+智慧物流、BIM+智慧工地、

BIM+智慧物业、BIM+智慧城市运营”为主线的智能建造标准化

应用场景。从设计源头出发,延伸至建造以及运维管理,从而培

育掌握先进智能建造应用场景下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则是提升

建筑项目智能化水平、提高工程效率和质量、降低资源消耗和

环境影响的关键所在。 

3.3校企多方联动共同培养经营管理型人才 

专业人才的支持是智能建造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因此加强

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技术技能和管理能力的提升,是

推动智能建造发展的关键。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和

迭代,一些高端制造业机器换人进程不断加快,单一的、低技术

的劳动力也将会逐渐被“规范化培训、标准化评价、多元化培

养”经营管理人才取代,从而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持续催生“新

质生产力”。校企双方可以建筑主要部品部件的生产(M)作为工

业化载体,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体验为抓手,大力发

展以“BIM+EMPC”为路径的新型建造方式和建设管理模式,实现

“1+1+1＞3”实现建造过程的校企联动,共同培养从设计到生

产、再到施工的一体化经营管理型人才。 

4 结语 

(1)面对绿色智能建造新浪潮,更应紧跟趋势,利用好国家

智能建造试点的重大契机,做好智能建造人才培养与储备；(2)

围绕“数据驱动、智能建造”的理念,通过引入企业、院校、应

用场景等,实现智能建造在设计、生产、施工、管理、运维等全

生命周期人才培养路径,从源头上培养好走数字设计技术线路

的复合型人才,充分发挥企业示范应用场景的带动作用；(3)推

动智能建造“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教育链”校企联动全链条

人才培育,企业要有针对性地向高校推送学习资源和识别学生

学习状态,校企双方以建筑主要部品部件的生产作为载体,大力

发展以“BIM+EMPC”为路径的新型人才培养方式,探索从设计到

生产、再到施工一体化经营管理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基金项目] 

2023年湖南都市职业学院重点课题《高职院校建筑类专业

现代学徒制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DS2023JG016。 

[参考文献] 

[1]培育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打造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标杆[J].

建筑技术,2022,53(8):990. 

[2]廖玉平.加快建筑业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关于推

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解读[J].住宅

产业,2020,(9):10-11. 

[3]陈珂,丁烈云.我国智能建造关键领域技术发展的战略思

考[J].中国工程科学,2021,23(4):64-70. 

[4]Choi W,Jang S J,Yun H D.Design properties of insulated 

precast concrete sandwich panels with composite shear conn 

ectors[J].Composites,2019,157(JAN.15):36-42. 

[5]刘美霞,卞光华,陈伟,等.超高层公共建筑智能建造技术

体系探索实践[J].建筑结构,2023,53(10):10-14,73. 

[6]樊则森,王金川,周立.智能建造关键技术与应用[J].建设

科技,2024(7):21-24.  

[7]刘凯,王鑫,薛俊柏,等.国内外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对比

及对策研究[J].工程建设,2021(7):19-24.  

作者简介： 

何凌侠(1989--),女,汉族,湖南邵阳人,硕士,讲师,专业方向：

循环建筑,高等教育研究,交叉学科,智能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