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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简介

项 目 主要服务内容 实践措施

（一）校企合作

核心优势

1.精准育人，解决就业不精准

2.产学研深度融合

3.资源集约化，降低成本提高

效率

1.定制化培养：通过「企业定制班」精准对接岗位需求（例

如 AIGC 运营、智能客服管理），课程与企业技术迭代同步

更新，确保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核心岗位。

就业率提升：企业优先录用合作班级学生，就业对口率提升

30%-50%，显著增强学校招生的吸引力。

2.横向课题攻关：企业提供真实业务痛点（例如短视频流量

算法优化），学校师生团队研发解决方案，共享知识产权与

商业化收益。

技术反哺教学：将企业实战经验转化为教学案例库，推动课

程内容与行业前沿同步更新。

3.共建产教基地：企业提供平台与技术（例如华为云资源、

数字内容生产平台工具），学校配套场地与基础人才，降低

双方研发与培训成本。

人才储备前置：企业通过定制班提前锁定优质生源，减少社

会招聘成本与磨合周期。

（二）企业可提

供的核心支撑点

1.定制化人才培养（定制班）

2.横向课题联合研发

3.产教融合基地建设

4.企业课程与认证体系赋能

5.就业质量提升计划

1.课程共建：联合开发 6-8 门企业认证课程（例如《AIGC

工业化生产》《智能客服数据分析》），嵌入学校学分体系。

教材采用企业真实 SOP 手册（例如《AI 数字人训练采集标

准》《数字人商业变现课程》）。

双导师制：企业技术骨干担任“产业导师”，每周进校授课

4课时，参与毕业设计指导。学生进入企业实训，参与项目

实战并考取华为等行业认证。

2.课题来源：企业开放真实需求清单。

运作模式：设立“校企创新基金”，单项课题 20-50 万元。

3.功能规划：实训中心模拟企业真实场景，学生参与企业外

包项目（例如数字人视频生产、数字采集）。

技术研发中心：校企共建实验室（例如“AIGC 算法实验室”），

联合申报政府科研项目。

4.微证书体系：开发“短视频运营官”“智能客服管理师”

等岗位微认证，企业颁发证书并纳入招聘优先条件。

数字化学习平台：开放企业内训系统（例如华为云学院、时

习知），学生可学习前沿课程并计入实践学分。

5.实习就业直通车：企业每年提供 50+带薪实习岗位，设立

“管培生计划”，实习考核优秀者直接转正。

职业能力画像：企业输出岗位能力模型（例如 AIGC 运营岗

需掌握“选题策划-数据分析-合规审核”全链路技能），学

校针对性强化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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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合作

预期成效

1.人才价值

2.学校收益

3.生态联动

1.学生掌握华为数字人开发、AIGC 工业化生产等前沿技能，

起薪提升 25%+。

2.建成省市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招生分数线提高

10%-15%，横向课题经费年增长 50%。

3.引入行业协会、政府基金，打造“企业-学校-产业”共生

体。

（四）校企合作

落地框架（示例）

模块 企业投入 学校投入

定制班

课程方案

认证体系

实习岗位

生源

场地

学分认定

横向课题
需求清单

数据支持

师生团队

基础研究

设备

产教基地

技术标准

管理流程

成果应用

场地

保障团队

1.核心目标人才培养精准化对接产业需求，培养“技术+职

业素养”双优人才。

2.资源互补共享：学校提供理论教学，企业提供技术、设备

和实践场景。

3.产研协同创新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推动成果转化。

4.合作原则需求导向以企业实际岗位需求、技术痛点为导向

设计合作内容。

5.企业获得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持，学校提升就业率和科研转

化率。建立可持续合作机制，避免短期化、形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