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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概况

1.1 企业简介

蓝思科技集团 1993 年在深圳成立，2006 年 12 月总部落户湖

南，2015 年 3 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在中国湖南、广东、江苏、

越南等地区和国家拥有 9 大研发生产基地，在岗员工超 13万人，

总资产近 800亿元。

公司始终坚持以科创驱动为核心、以智能制造为基础，以新

材料、新技术、新装备、新领域为牵引，凭借强大的研发能力和

深厚的技术沉淀，成为全球知名消费电子及智能汽车客户的不可

或缺合作伙伴。公司具有从工装夹具、治具、模具、生产设备、

检测设备、自动化、物联网、ODM 和 FATP 的研发生产能力；产

品材质涵盖脆性材料(玻璃、蓝宝石、陶瓷、硅基材料)金属材料、

塑胶、皮革等外观结构件，功能组件(包括光学器件触控模组、生

物识别、无线充电)。从外观结构件，功能组件，整机组装等垂直

整合能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利保障。产品业务涉及智能

穿戴、中高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一体式电脑、

智能家电、医疗器械、智能汽车等领域。作为湖南省新型工业化

的龙头企业，目前公司研发、技术人员现已超 2 万人，已获得专

利授权 2200+件，2015 年至 2023 年研发投入超 150亿元。

1.2 行业影响

国家工信部认定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全球消费电子及

智能汽车外观结构件龙头企业；全球第一家将特种玻璃运用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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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防护屏的企业；2022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 78位；2022 中国民

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 43 位；2022 三湘民营企业 100强 2 位。

2. 企业资源投入

2.1 人力资源投入

为支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蓝思选派了一批经验丰富、

技术精湛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这些兼职教师不仅

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熟悉企业的生产流程和实际需求，能够

为学生传授实用的技能和经验。

图 1 企业兼职老师为蓝思雏鹰班学员授课

与学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成立了以学院和企业主要领导牵

头的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是“蓝思雏鹰班”的领导机

构，主要负责顶层设计、办学模式、师资交流、实习就业等重大

事项的决策；专门设立发展规划部、校企合作部，负责组织和实

施针对高职学生的培训课程；培训部门配备了专业的培训师和先

进的培训设备，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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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成立领导小组，讨论校企合作发展方向

2.2 物力资源投入

集团为学校提供了实习基地，实习基地配备了先进的生产设

备和检测仪器，与企业的实际生产环境高度一致。学生在实习期

间能够亲身体验企业的生产流程，提高实践操作能力。

图 3 成功建立第一期“蓝思雏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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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专项支持

3.1 提供“蓝思雏鹰班”专项经费

蓝思以学徒班为单位向学校提供项目培训经费，具体为

70000 元。该费用包括学校为专班建立进行的课程调研、教师进

企培训、学生专业技能考证、学生技能竞赛、学生第二课堂活动

开展、助学促学奖励、实习实训耗材、驻厂老师差旅以及暂时未

能预计的全部费用。

图 4 校企合作协议

3.2 设立奖学金

为激励高职学生努力学习，蓝思科技集团在合作院校设立了

专项奖学金。奖学金分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每年评选一

次，奖励在学习成绩、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优秀的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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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开展蓝思雏鹰训练营活动，颁发奖学金

4. 参与“五金”建设

4.1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根据《学徒制校企合作协议书》，建立蓝思校外实训基地，

在实训基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如实习、实训、毕

业设计等，提高了学生实践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图 6 学校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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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与师资队伍建设

以“蓝思雏鹰班”所在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专业教师为基

础，公司确定学校联系人及班主任，并每年派遣公司专家、高层

管理人员、技术岗位骨干入校或线上开展各项教学培训活动，现

累计有 2 位公司讲师来校为“蓝思雏鹰班”学生授课 3 次。同时，

公司定期邀请合作院校相关教师前往公司进行培训，学院派出王

帅、蔡汶融等四位教师参与。公司针对行业发展态势、企业创新

技术、如何培养学生以更好适应公司需求等方面展开针对性培

训，保障了专业教学团队的教学效果。

顶岗实践期间，校企双方共同发力。学院安排了一名专业指

导老师为“蓝思雏鹰班”的学生们答疑解惑，同时企业也配备班主

任及两位带教导师动态跟进学生工作生活情况。不仅推动学生在

实践期快速适应职场，转变学生身份，同时促使其提升个人专业

技术、增强综合素质及明晰自我定位，同时其毕业设计论文更为

实用且可操作性强。

图 7 学校老师来企参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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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计划 2025 年与学校共同制定《“蓝思雏鹰班”人才培养方案》。

按照公司岗位标准，相应增加专业课和职业素养课，形成了以专

业学习为基础，职业能力提升为主导，快速适应岗位要求为目的，

由公共课、专业课、职业素养课、素质拓展训练课组成的课程体

系。根据不同学习阶段，双方协商安排教学进程，专业课程由学

校专业老师主讲，公司讲师阶段性穿插职业素养、企业文化、岗

位技术等课程，并开展职业素养专项训练及素质拓展活动。校企

合作联系人和班主任定期开展教学评估工作，组织阶段性学业考

核，结合学业考核结果与职业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师傅二对一教

学，提供高技能人才指导学徒，遵循人才培养体系、专业体系和

课程体系每周汇总教学执行状况。每周学习周志，每月实操学习

内容开展自我总结、师傅点评，及时找出学习问题，总结改善，

提升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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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蓝思雏鹰班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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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助力合作院校随企出海

5.1 提供海外就业机会

蓝思科技集团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生产基地和研发

中心，如越南北江。集团为合作院校的学生提供海外实习机会，

让学生能够在国际化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实践，拓宽学生的国际

视野，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图 9 蓝思科技越南园区

6. 问题与展望

6.1 存在问题

1.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设置方面还存在一定

的差异，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与融合。

2.部分高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还有待提高，需要进

一步加强实践教学和职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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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来展望

1.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2.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不断完善实习基地和实训设施建

设。

3.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办学领域，提高合作院校的国际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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