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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区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南海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代表工委调研组

今年 5 月，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构

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

结合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支持企业、职业学校建设技能人才

培训中心、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公共实训

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等”，这是

全国首部关于技能人才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对推动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为助力南海到2027年底打造一支达100

万人的以技术技能人才为主体的各类产业人才队伍，今年 7、8

月份，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代表工委组成调研组，对我区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区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载体）建设

工作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载体）的建设，

组建了“以行业企业为主体，本科高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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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等为基础，政府推动和社会支持相结合”的区产教联盟，

在共建共享公共实训中心、搭建产业技能人才培养载体、建设双

师型教师队伍、锻造新时代“工匠之师”、优化产业技能人才发

展环境等方面开展工作。设立“佛山市南海区产教融合发展促进

中心”的“三不定”事业单位，以校企合作、实习就业、技能培

训、人才服务四个重点业务板块，强化产教融合资源整合力度，

推动产教联盟做实做强。通过集中推送、“点对点”对接等方式，

广泛动员符合条件的企业、院校等参与建设项目，并给予财政支

持。比如，对于南信汇博机器人产业学院，区财政投入 300 万元

专项资金用于购置智能生产线，2024 年下达指标 50 万元用于产

业学院运营；对于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实训中心大楼，区财

政投入 1196.9 万元用于项目基建及前期设备投入。

（二）南海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载体）建设量质齐跃升

自产教联盟成立以来，通过组织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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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走进生产一线，问需求、学本领、解难题。区产教融合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共认定 51 个南海区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基

地，并立项建设 17 个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区职业学校共

560 名职业学校教师参与了各类企业实践，实践总人次达到 692

人次，实践总天数达到 13817 天。目前，辖区内职业院校与企业

共建 56 个公共实训中心
1
，在工匠培养、师生实践、生产服务、

技术创新、技能鉴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我区还培育

建设了国家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分别 3 家，省级、市级技师

工作站分别 1 家、13 家，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6 家，省级、

市级粤菜师傅培训基地分别 3 家、2 家，区级大城工匠工作室 57

家，基地（载体）建设数量位居佛山市前列。

（三）南海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载体）多维发力作用彰显

以上基地（载体）紧贴南海产业需求，助力“粤菜师傅”“广

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高质量发展，在推动技能人才培

1 指院校与企业合作，面向校内学生开展培训的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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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大力开展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目前

南海有 76 家企业、12 家院校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面向

本企业员工、本校学生提供培训评价服务；部分企业、院校如菱

王电梯、市技师学院等还申请了社会培训评价资质，为各类劳动

者提供多元化技能培训评价服务。二是积极推进产教评技能生态

链建设。目前全市共有 16 家链主企业，其中南海 5 家2，约占全

市的三分之一，涵盖铝型材应用、家具制造、高端装备制造、智

能机器人等产业链条。南海的链主企业积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今年自主培育技能人才超 1500 人。南铝应用科技集团 6 月份成

立了“南海铝业产业学院”，首批 60 多名技培生培训开班。中

海万泰与市技师学院开展全市首批学生学徒培养。三是积极承办

各类技能竞赛。对标省赛、市一类竞赛项目技术要求，结合南海

区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采取联合举办、企业岗位练兵等

方式，开展汽车维修工、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养老护理员、

互联网营销师、设备点检员、数控车工等技能竞赛。2024 年，

区人民政府将“5 万名产业技能人才培训参赛”列入南海区十件

民生实事项目抓落实，“以赛带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四是商

协会探索创建产业学院。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充分发挥了行业协

会的优势，以会长企业佛山市迪奥比家具有限公司为依托，与广

东职业技术学院于 2024 年 8 月联合设立了“家居产业学院”，

2 广东南海铝业应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中海万泰技术有限公司、广东汇博机

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佛山群志光电有限公司



— 5 —

通过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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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产业学院预计招收技能人才学员 200 名，学员毕业后将获得公

办全日制大专毕业证书和软体家具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南海区企业自主认定技能人才情况统计表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上半年

数量 数量 同比增长 数量 同比增长 数量 同比增长

新增认定企

业数
21 12 -42.86% 21 75% 14 40%

开展认定的

工种数
16 19 18.75% 24 26.32% 44 266.67%

自主认定技

能人才数(获

取证书)

7207 6776 -5.98% 7501 9.86% 8633 130.21%

其中高级工

以上人数
39 2 -94.87% 3095 154650% 2850 84.23%

（备注：2022 年度受疫情影响，认定数、发证数有所减少）

二、我区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存在问题

（一）基地建设现状未能满足全区技能人才培训需求

南海作为制造强区，拥有 31 个制造业大类中的 30 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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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值超千亿元产业集群 2 个、超 200 亿元产业集群 14 个。这

一庞大的产业体系需要大量技能人才的支撑，以确保其持续、稳

定的发展。然而，南海有大量中小微企业，他们或因能力、财力

所限，或因缺乏意愿，难以独立开展技能人才培训。因此，亟需

依托更多的培训基地来弥补这一短板。目前南海区虽然建设了一

定数量的培训基地（载体），但数量上仍未能满足全区培训技能

人才的需求，而且大部分基地有固定合作方，只面向内部人员开

展培训，面向全社会各类劳动者开展培训的基地比较少。

（二）以行业企业为主体的产教联盟机制不够完善

产教联盟成立后，作用逐步体现，但各部门仍处在磨合探索

阶段，相关的运行管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产教联盟合

力不足。产教联盟各部门还没有形成合力，虽然在推动技能人才

培训方面制定了一些政策文件，但大多比较笼统，推动校企合作

的深度不够。实体化运作的产教融合发展促进中心刚成立不久，

仍在探索阶段，相关的运行管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二是培

训与企业需求不匹配。部分企业出于商业机密等原因不愿意共享

最新研发技术，产教融合发展促进中心无法及时获得联盟企业一

手资讯，导致培训的课程设置、培训内容与企业实际需求不能精

准对接。同时企业考虑技能人才的流动性，对教育培训的重视程

度低于经营管理。三是师资人才引入标准偏低。根据市文件，企

业兼课教师的课酬发放标准为 160-240 元/课时，课酬水平相对

较低，难以吸引高水平的企业教师进校授课。除了基本的课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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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其他有效的激励机制，如教学成果奖励、职业发展机会等，

也降低了高水平企业教师进校园授课的积极性。四是助推产业学

院做大做强的配套机制还不完善。产业学院的场地建设、设备设

施、实训材料和师资课酬等费用仍靠企业自主投入为主，这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产业学院的快速发展与规模化扩张。

（三）政府主导的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存在缺位

公共实训基地，是指由政府主导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向城

乡各类劳动者以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产业园区、职业院

校、技工院校、技能培训机构等提供技能实训、技能竞赛、技能

等级认定、创业培训、就业招聘、师资培训、课程研发等服务的

公共性、公益性、开放性、综合性公共就业服务场所。目前，佛

山市共认定了 20 个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该基地的创建要

求只对培训技能人才数量作出规定，但是没有对公益职业技能培

训的人数和学时作出明确要求，“公共”、“公益”属性没有体

现。相对于佛山市，珠三角一些兄弟城市在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方

面走得比较前，详见下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功能

深圳市职业技能培

训指导中心（深圳市

高技能人才公共实

训管理服务中心）

全额财政拨

款的公益性

事业单位

高训基地建筑面积约 3.2万平方米，设备投资约 1亿元，

已建成信息通信技术、工业自动化控制、楼宇智能化、

工业设计、数控加工、现代汽车维修等 7大实训中心，

共有 38个实训室，另配有成果展示中心、继续教育等

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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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职业训练指

导服务中心（珠海市

高技能人才公共实

训中心）

公益二类事

业单位

提供公共实训服务、职业技能培训标准的开发、职业技

能培训市场指导、职业技能培训经办服务支撑、重点群

体公益性培训组织等服务，初步建成“1+N”基地模式

优势“中心+实训基地+培训基地+高校就业创业培训基

地+企业实训基地”模式，建立起覆盖全珠海的职业培

训（实训）网络，并分别设立了吉大高训基地和金湾高

训基地。

东莞市高技能公共

实训中心
事业单位

占地 200亩，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基础建设投资为 2
亿元人民币。高训中心根据东莞产业布局现状和发展趋

势设置了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汽车技

术和工业自动化五个实训中心，各类实训设备资产超过

2亿元人民币。

我区在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

缺乏政策配套支持。省人社厅于 2010 年出台了《广东省高技能

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认定办法》，明确县区级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

基地的认定标准，由各地级以上市制定。但市级、区级层面均未

出台具体配套政策，导致县区级基地在认定、建设和管理过程中

缺乏明确的指导和支持。二是资金短缺与投入不足。公共实训基

地建设与运营包括设备购置、场地租赁、师资培训、日常维护等

多个方面，需要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资金

投入不足，仅靠地方财政投入或者企业自身资金，都无法维持实

训基地在设备更新、师资引进、课程建设等基础保障。三是缺乏

合适场地。当前，城市土地资源紧张，尤其是适合作为公共实训

基地的场地更是稀缺。土地价格高昂，难以承担长期租赁或购买

的费用，南海人社系统缺乏建设实训基地的免费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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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我区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的意见建议

（一）科学制定与人才增长相匹配的培训基地建设规划

建议区政府结合“十五五”规划编制，制定 5-10 年中长期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规划，明确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的总体

目标和具体指标，如培训基地数量、培训规模、培训质量、学员

就业率、企业满意度等，并规划培训基地布局、课程体系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实训设施建设、合作与交流机制等内容，以确保

技能培训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并促进技能人才的持

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二）持续用力做强抓实产教融合工作

建议依托南海区产教联盟、南海区产教融合发展促进中心，

有机整合院校人才、人力、设备和科研等各类教育资源。一是加

强区产教融合发展促进中心功能建设。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市场化运作，前期中心建设由政府统筹主导推进，重点要考虑如

何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后期逐步建立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机

制，提升中心自我造血能力，在校企合作、实习就业、技能培训、

人才服务等方面探索新路，有效促进产教融合发展工作。二是丰

富产教融合服务平台运营方式。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和市场化运作

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在做实实体平台的同时，利用现代信息化手

段，为区内企业与国内相关行业领域重点职业（技工）院校之间

搭建集线上培训、专业共建、就业推荐、师资合作、实训设备资

源共享、技术协同创新、互动交流与合作于一体的公共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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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平台，促进院校资源与企业需求的快速有效匹配。三是定期

举办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洽谈会。就资源优势、人才培育、合作模

式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搭建区内企业与职业（技工）院校的精

准对接平台。

（三）发挥商协会主体作用，支持建设符合南海产业特点和

实际的产业学院

建议推广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创建家居产业学院的模式，鼓

励各行业的商会协会与职业院校积极开展合作，以商会协会为主

体设立产业学院，共同开发适应行业需求的课程体系，不仅能有

效缓解行业企业技能型人才短缺的问题，同时也满足了学生提升

学历和就业的需求。要探索政策支持和保障机制，比如落实补贴

政策、项目资金补助等，以减轻企业和职业院校在设立产业学院

时的资金压力。同时，协助建立完善行业标准，完善行业内的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

（四）探索多元共建模式加快推进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公共实训基地是我区推动落实《南海区百万技工引育计划》

《南海区数字经济工匠种子计划》，服务南海区“三高四新”现

代产业发展需求，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综合型的数智化技能人

才必要的平台支撑。建议分两步走，推进我区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一是依托区内中职学校现有的实训基地（中心）如南海区理工职

业技术学校新建的实训中心大楼，设立数智技能人才“产教评”

公共实训基地。基地可建设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实训中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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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应用技术实训中心、数控加工实训中心、CAD/CAM 实训中

心。建成后，预计每年能开展线上线下技能培训 5000 人次以上，

其中开展公益性技能培训2000人次以上，开展技能等级评价800

人次以上，开展校企合作培训项目 10 个以上。二是依托区内一

家高水平技工院校的资源，通过政校企合作的方式，由区内“产

教评”技能生态链链主企业或行业龙头企业参与运营，与技工院

校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和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积极推进工学

一体化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共建共享学校的师资、学生和设备。

在保障措施方面，建议：一是落实资金筹措。政府支持是公

共实训基地经费筹措的主要来源之一，区、镇两级政府可以通过

专项经费拨款、租金减免、政策奖补等方式来支持实训基地的建

设和运营。其次，可以积极寻求与专业的运营方的合作，通过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合作开发方式，由企业提供资金、

技术、设备等方式投入项目开发，并参与经营。同时，可以考虑

建立校企合作基金，通过院校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企业出资，

院校出师资和设备等方式共建实训基地。另外，还可以通过社会

捐赠，鼓励引导社会各界对实训基地进行捐赠，包括个人、企业、

基金会等。二是加强政策配套。积极与省、市沟通，提请市级出

台区级公共实训基地认定标准，并在区级层面研究出台相关扶持

政策。三是开展监督评估。对于基地的运营制定相应的管理机制，

定期开展监督评估，及时发现实训基地在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特别是通过对教学质量评估和社会效益考核，如掌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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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内容与市场需求匹配度，培训的过程是否符合政府的培训要

求，培训出来的人才是否符合南海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