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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深圳模德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作为国内知名的精密制造数

字化工厂解决方案服务商，是一家专业为客户提供集“工业互联网+智能制

造”的数字化转型产品方案、产教融合服务方案于一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 “

小巨人”企业。

在工业领域，公司专业为消费电子、潮玩、小家电、汽车、医疗等行 业

领域的客户提供数字化转型产品方案，主要产品包括集数字化制造执行 系统

（MES）、工艺设计与管理系统（CAPP）、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

高级自动排产（APS ）等数字化工业软件于一体的模云工业互联网平台。面

向多品种小批量精密零件加工行业，为精密模具、精密零部件加工等特种加

工领域企业，提供柔性自动化生产线的智能制造解决方 案。

模德宝“柔性制造自动化系统”（MFMS），是由单元与混合模式的电极/

工件CNC加工自动化、电极/工件检测自动化、EDM 放电加工自动化、柔性制

造混合自动化等组成，具有自动化生产调度，机器人自动上下料，实时数据

采集、OEE设备监控、故障预警等能力，通过自主开发的自动化控制技术，实

现设备、产线、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和集成应用，是给中国模具企业提

供的一款更便宜更接地气的本地化系统。该系统将各项功 能进行整合，系统

自动分析、处理各项加工数据，通过 “软硬整合、边云协同”的模式，实现

生产线少人化、信息化系统无纸化、数据采集实时化、离散制造自动化的目

标，做到无人化值守、关灯工厂。

在产教融合领域，作为全国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依托在行业中的先

进智能制造经验，为中高等职业院校提供产业学院建设、专业建设、赛事支

持及产业生态的产教融合服务方案。

深圳模德宝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加强与各类院校的合作，引领建设的“模

具及精密机械加工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获 评机械行业职业教育2023年度优

秀产学研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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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智能装备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是江苏省品牌专业，国家示范性高职

建设重点专业，依托于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专业成立于

2023 年，建有基于云制造的工业互联网产学研创省级综合应用实训平台和江

苏省高端装备与产线智能化工程研发中心。

2018 年起，深圳模德宝科技有限公司常州科教城现代工业中心开展模

具技术实训基地的建设工作，与科教城各高职院校模具专业开展师资培训、

技能竞赛等合作。2023 年模德宝公司与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建设智

能制造实训车间，以此为产学研平台，与智能装备学院模具（数字化）设 计

与制造专业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师资培训、资源开发和课程建设等方面 的合

作。经过一年多的运营，双方合作基础不断夯实，合作前景良好，目 前已成

为江苏省高职院校现代产业学院-“智慧测量产业学院”的核心成员之一，

并计划于 2025 年纳入常州信息 “模云智造公共服务平台”核心单位之一。

3.企业资源投入

3.1 企业投入

深圳模德宝科技有限公司在学校工业互联网大楼车间共建“工业互联

网-智能制造实践中心”，如图1所示。

为了满足学校虚实结合的实训体系建设需要，企业捐赠了基于VC平台的

数字化工厂数字孪生软件、模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虚拟仿真资源，智能产线

实际操作案例等教学资源包，与专业现有资源整合，构造专业资源库，将网

络化资源库与虚拟仿真系统、实际工业操作系统结合，构成理-虚-实结合的

实践教学体系，该体系可以实现软硬件互动，虚拟设备与实际设备互动，理

论与实践互动。

2024 年深圳模德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思瑞测量技术有限公司为产业学

院的二期的规划的方案，并明确表示加大投入，为“自动化测量检测工作站”

和智能实现车间虚拟仿真系统提供支持，实现智能制造系统与虚拟仿真系统

的数据对接，为更好地服务于教学提供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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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制造实训车间系统构架图

3.2 组建以高级技术专家领衔的 “校企混编” 师资团队。

聘请常州湖南大学机械装备研究院院长卿宏军，河海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骆敏舟，河海大学（常州）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苑明海，模德宝公司产

教融合总经理张南瑞、技术工程师邹松标等与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专

业教师人员联合组建校企混编的专业智能制造教学团队，团队成员由校企双

方协调动态管理。

从2023年8月到2024年10月期间，模德宝公司组织相关企业专家，为常州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智能装备学院专任教师免费提供 4 期的 “智能制造关键

技术”培训，覆盖专业 25 名专业教师，为教师充分发挥智能制造车间的能

力、相关产线技术开发、企业服务等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支撑。经过建设，初

步打造了一支职称、学历和年龄结构合理，责任感强、团结协作精神好、整

体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高的“双师双能”型校企混编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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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师资培训现场

4.企业参与专业教学改革

4.1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深圳模德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产业学院相关企业，近2 年全面参与智

能装备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工

作，双方共同实施“工学结合，项目载体”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项目载

体是指，整个专业核心课程以校企双方开发企业真实的典型的生产案例，

作为教学与实践项目载体，按照基础项目、专项项目、实际项目的顺序在

学校与企业共同构建的职业情境中实施。职业情境包括，校内生产性实训

基地和工业中心共享实训平台，以及常州本地模具及精密制造企业。在整

个人才培养周期，将职业基本素质和职业基本能力、职业专项能力、岗位

职业能力和综合职业素质融入整个课程体系和实践体系。通过一系列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和知名企业认证证书的获得，校企共同参与的考核来完成学

生学习评价，达到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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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共同建设实训基地

由模德宝科技有限公司、德玛吉森精机有限公司、思瑞测量技术有限 公

司、FANUC 机器人公司和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共建“工业互联网 -

智能制造实践中心”，中心场景如图3 所示。

图3 智能制造实训车间场景

中心按照智能制造车间的标准，基于高端数控机床和三坐标测量机等

主体设备，打造了4 个智能单元，通过工业机器人和智能 AGV 的组合，可 柔

性组线，实现自动化和无人化生产。

实践中心集成了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领域的诸多关键技术，还构建

了数字孪生资源，形成集设计、仿真、规划、制造、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 全

生命周期智能制造场景。

智能制造实践中心为师生构建了真实工作环境，学生可以模拟企业实际

工作过程，通过与企业真实案例相结合，进行 “真刀真枪”生产性实践，

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战经验，缩短与企业的距离，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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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心为与企业合作搭建了一座桥梁，面向区域中小制造企业智能

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提供示范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 “ 生产中试” 、技

术 培训与技术研发服务，同时也是理想的科研技术验证场景。这种动态的

协 同校企合作模式，不仅强化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还助力教师开展科

学 研究，推动教学内容与产业发展同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

4.3 共同开发课程教材

以“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实践中心”的软硬件资源为基础，校企双方

共同开发了《MES 系统应用》、《智能产线操作与运维》、《多轴加工》 等

多门专业核心课程，这些课程均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为智 能

装备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机械设计与制造等专业 学

生提供智能制造相关课程教学。

图4 智能制造系列教材

通过引入企业真实工作案例，校企混合教学团队对其进行重新设计，编

写了《智能产线操作与运维》新形态教材，教材采用项目递进体例，以智能

制造车间为载体，按照单机操作、智能单元操作、智能产线操作三层次项目

式进行编写；借助于自主开发的虚拟仿真资源，结合实际案例，以虚实结合

的方式展开；结合企业生产真实项目，融入从简单到中等难度产品的自动化

加工案例；录制关键操作步骤的视频，通过二维码扫描观看。此外还编写了

《三轴智能单元操作》、《五轴智能单元操作》、《测量智能 单元操作》等实

训指导书，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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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助推产业发展

近年来，常州积极实施 “智转数改网联”服务项目，对智能制造技术

需求量剧增，学院与模德宝科技、思瑞测量技术、固高智能装备研究院等企

业成立多个产业学院，努力开展对外培训及技术服务，以多种方式为企业提

供服务。

在社会培训方面，先后为神鼎机车、恒力液压和龙城精锻等企业开展智

能制造关键技术定向培训服务；近三年承担江苏省师资培训项目，其中国培

项目 1 个，省培项目 2 个。累计培训企业员工和职业院校教师 500多人次。

在技术研发服务方面，利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实践中心”和“智

慧测量中心”先进的设备与技术优势，承担《捷尔特数字化车间智能系统

研发》、《模具智能制造系统研发》多项横向研发项目，科研到账经费超过

150万元，有力支撑地方行业的发展。

6.问题与展望

问题 1：教学资源建设不够完整，精品资源数量开发不足。由于“工业

互联网-智能制造实践中心”完全建成投入使用时间尚短，部分企业资源与

生产案例没能完全转化为教学资源或实践项目。

问题 2：技术研发与服务能力不足。 由于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实

践 中心”包含的智能产线和关键技术复杂程度较高，校内教师需要消化吸

收， 与企业技术专家还需要进一步融合，导致对外承接相关横向课题的数

量偏 少，技术研发与服务能力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问题 3 ：校企联合培养学生不够系统化。校企合作培养学生停留在某

1-2 门课程和部分实践项目上，还没有按照智能制造的全流程进行培养，相

关课程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针对上述问题，在接下来的校企合作过程中，校企将致力通过以下措施

解决上述问题：首先是建立未来发展规划，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实践中

心”和 “智慧测量中心”设置企业实践岗位，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扶持模

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专业开发完整的 “智能制造”课程体系，鼓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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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开发教学资源，开发校企合作课程和编写精品教材，推进专业教学改革；

其次， 以江苏省高端装备与产线智能化工程研发中心为平台，以智能产线

为载体，重点开展高端制造、智能产线集成、数字孪生等方向研究，拓展校

企合作科研项目，提升对外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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