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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一、调研主要目的：

中职教育是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服务为宗

旨的大众教育。为彰显职业教育的特点,通过本次调研收集和分

析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类专业学生的社会人才需求状况信息，了

解社会、行业以及企业对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类专业人才知识、

技能、素质要求的变化和趋势，为相己所在院机电技术应用专

业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学生就业指导提供信息，为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定位、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的修订、教学的改革提

供依据和帮助,提高我院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及毕

业生的就业质量。

1.了解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2.确定就业岗位(群)，了解岗位职责和岗位从业人员结构；

3.了解本专业相关岗位职业能力结构，收集工作任务和项

目，了解岗位生产对象,生产流程等，深入到工作岗位的细节,

考虑潜在的因素。

调研的目的是了解：

1.了解机电产业的发展趋势；

2.了解机电技术应用行业从业人员现状；

3.了解机电技术应用校企合作的意向及合作方式；

4.了解企业聘用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中职学生情况及能力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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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了解企业对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招聘的需求量及招聘

员工的主要来源；

二、调研企业：

天津长城汽车有限公司，山东海信有限公司。

三、调研对象

1.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部长；

2.企业的部门经理、一线的维修工、技术总监；

3.企业的领导；

4.顶岗实习的学生和空调、冰箱行业专家。

四、调研团队：

1.重点建设专业：机电技术应用

2.项目负责人：薄小龙

3.调 研 日 期：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3 月

4.主要调研人员： 李志文、杜立军、毛菊、刘倩

五、调研方式

1.深入现场与企业经理、一线的维修工、技术总监座谈；

2.深入现场与参与顶岗实习的学生座谈；

3.邀请行业专家专题研讨；

4.进行问卷调查。

六、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调研的主要内容

1.根据社会需求和毕业生任职岗位，对本专业培养人才进

行定位

（1）机电技术应用企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

（2）毕业生就业调研，分析毕业生任职岗位，确定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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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次要工作岗位。

2.依据人才定位，进行职业能力调研，确定本专业应培养

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1）企业对学生在校期间应培养的素质要求。

（2）学生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能力与技能要求。

3.调查企业的实际工作领域，以确定本专业的课程体系

（1）总结企业实际工作的工作领域。

（2）了解企业认为应开设的课程。

4.根据企业实际工作任务，岗位技能要求，确定学生的学

习内容以及技能标准

（1）岗位技能要求及标准。

（2）调研企业典型工作任务。

七、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情况

1.机电技术应用行业人才质量需求

通过调查,我们还发现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越来越重要,用人

单位往往要求毕业生能够同时拥有多方面的技能。从调查的情

况看，企业要求人才具备的技能和我们的培养方向是吻合的。

事实证明,我们要求学生在毕业时必须具备中级电工证书的做

法是正确的。

调查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基本素质有

很高的期望,希望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团对合作意识,有 90%

的单位就明确希望他们的员工必须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

度的职业道德及热爱本企业,敬业爱岗的精神,对团队合作精神

和创新意识有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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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岗位调研

通过调查在本行业的岗位情况，分析确定毕业生任职岗位，

本专业主要就业岗位是组装工，次要工作岗位是销售顾问、服

务顾问、配件管理、其发展岗位是维修主管、技术总监和服务

经理。

3.专业培养目标调研

以就业为导向确定专业培养目标，包括：毕业生在什么地

方、什么时间、从事什么样的岗位，首先是初始就业岗位，其

次是两到三年后的就业岗位，再次是将来可以迁移的岗位。

4.企业对学生职业素质及社会能力培养要求调研

企业强调学校教学要重视诚信和敬业教育。认为肯吃苦，

善沟通，比专业能力培养更重要。同时希望毕业生在校期间能

到企业一线实习，毕业后实现零距离上岗，减少上岗过渡期。

5.在企业就业的毕业生调研

（1）毕业生普遍感觉基础课程理论性太强，学起来很费力，

专业知识又太少；

（2）毕业生希望在课程设置上能够增加校外实习时间，让

学生更早的接触企业，更多了解未来的就业环境；

（3）开设的专业课程内容与岗位实际工作关系不大。

五项调查，最突出的问题

（1）75%以上的企业都希望毕业生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

（2）课程教学内容与岗位工作的关联过低；

上述问题是构建课程体系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八、专业调研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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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毕业生主要工作岗位

其岗位主要分布：加工生产岗位约占 70%左右， 维修、质

检技术人员在 20%左右，其他岗位在 10%左右。在加工生产岗位

中，机加工约占 30%，钳工约占 30%，机电技术应用流水线操作

工约占 30%，其他岗位在 10%左右。在机加工岗位中，普通机床

加工约占 40%，数控机床加工约占 60%。中职教育培养出来的学

生今后的定位是知识型、技能型和实用型的一线员工。对一线

员工的要求是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对人才培养的建议

（1）企业认为学生可以每学期交替进入企业实习，按照循

序渐进，由浅入深的项目进行实习，更好更快地培养学生的综

合能力。

（2）企业建议密切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使学校、学生和

企业三方受益，企业和学校树立正确的改革观念，拓展校企合

作项目，更好地让企业深层次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学校以就

业为导向，以生产、教学，研发为依托，建立以校内学习和校

外顶岗实习相结合为主，辅以订单培养等多种模式的办学体制，

达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3）各大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认为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岗

位竞争力，就必须把理论学习，校内实训，企业实习密切联系

起来，同步进行，可以在每个学期安排一段时间让学生到企业

实习。对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就业意识，定位自己的职业规

划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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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毕业生能力和素质要求

（1）企业极为重视和敏感的问题是实习安全问题，学生应

具备的较强的职业道德和工作安全意识。在企业每个学生上岗

前都要经过工厂、车间和班组三级安全培训。建议学校重视学

生的职业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和节能环保意识的培训。希

望把这方面的内容增加到学生在校期间的课程体系当中，同时

企业也表示愿意为学校提供这方面的培训。

（2）企业强调学生应具备熟练使用检测仪器的能力，企业

发现刚毕业的学生在对检测设备认识的广度、深度和可操作性

生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建议今后在教学过程中加大检测设备

教学方面的实践比例。

（3）许多企业认为刚毕业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比较浮躁，以

自我为中心，工作稳定性差，吃苦耐劳和钻研精神不够。建议

学校在教学初期阶段增加人生观，就业观、职业道德培训方面

的课程教学内容。建议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吃苦精神，在学生离校就业前进行就业教育，以除去他们的浮

躁情绪及对职业认识的误区。企业强调：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意识和心态为第一位，知识技能为第二位。

4.对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的要求

为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加学生的实际经验，企业建议在课

程教学过程中大量引入企业的实际案例，采用逆向处理的教学

方式，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企业表示愿意主

动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同时提供经验丰富的人员到学校为学生

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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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对企业组织关系和管理制度缺乏了解，例如企业中

如何进行生产调度，如何正确应对突发的生产事故，明确岗位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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