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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岗位能力分析调研报告

一、调研背景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与现代生产相适应的一线技术人员，要求具备

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直接从事一线的生产技术服务和管理。我校办

学主导方针是立足县印刷行业基地，为县域经济发展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

我县产业结构进行了升级调整，企业的规模、产能的变化和技术设备更新

对人才质量数量和综合能力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加快校企合作步伐，大力

提高育人质量、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培养一线实用型技术人才，学校和企业

的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切实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符合学校发展方向，也契合我校示范校建设目标。学校结合县工促局

组织了本次全方位调研活动。

2019 年 2 月 3日至 2月 10 日，唐柯副校长带队，就业办主任、机械类

专业部主任及部分骨干教师为成员，对北京、天津、唐山、遵化等十几家

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

二、调研目的

本次调研作为我校专业建设和改革的第一手资料，对今后的专业改革

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1.了解企业用工规模、用工综合能力标准、岗位工作任务；

2. 分析调研结果，调整课程设置；

3.了解企业文化，促进校企文化交流融合；

4.根据调研企业实地情况，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就业创业教育。

三、调研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类型

调研企业中，天津哈弗为汽车制造类企业，唐山建龙为钢铁加工企业，

唐山冀东提升机机械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提升机，唐山一超重型矿山机械有

限公司从事矿山机械生产。综合以上类型，多属于装备制造业企业，机、

电、自动化技术的综合应用是这些企业的主要特点。

（二）企业规模



2

本次调研的企业从场地面积、基础设施投入和员工数量综合比较，较

大规模的有天津哈弗、唐山建龙，中等规模的有一超矿机、冀东提升机等，

规模较小的有唐山益众等。

四 、调研方法和对象

（一）调研的主要方法：现场交流、问卷调查、实地参观及座谈等。

（二）调研对象：人员包括企业董事长、经理、车间主任、人力资源

部主管、技术骨干、行业专家及毕业生代表共计百余人。

五 、调研内容

（一）员工待遇及工作条件

管理人员月工资基本在 2800 元以上，高的甚至达到 6000 元以上；专

业技术人员平均月工资在3000元至6000元不等；技术工人平均月工资2800

元以上。新聘用员工的平均起薪点 1000 元，试用期平均为 6个月，如果缺

乏吃苦、坚韧的品格，很多人往往在学徒期就在各企业之间跳来跳去。

员工休假基本为每周单休，8 小时工作制，特殊情况需加班另计加班费。

企业全部免费提供住宿，条件不一。从 4 人间到 8 人间，个别企业为

员工安装了空调，其余安装了电扇。冬季取暖均有保障。所有企业均配备

了厂内福利餐厅，补贴型消费。

天津哈弗，唐山建龙等为员工缴纳养老、医疗、工伤、意外伤害五种

保险， 唐山一超等小型企业保险种类并不齐全，但都为员工上了人身伤害

和意外险。

（二）企业与学校合作用工情况

天津哈弗等一直是我校的合作伙伴，通过双向选择的招聘会，每年都

有学生到这些企业上岗。企业的很多员工为遵化职教中心毕业生，这些企

业领导最看重的是员工的道德品质，其次是技术水平。

一超矿机机几年来几度易手，每次变革都会导致员工的大量流失，因

此最近 3 年我校与该企业没有合作。他们在裁员的同时，基本通过招工广

告的方式招收个别工种。因此该企业招聘最看重的是员工的技术水平，更

愿意接收熟练技术工人，从而缩短企业前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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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建龙多年来从学校招聘达 150 余人。大多从事钢铁冶炼其中电工

岗位有 16人，是聘用电工岗位最多的企业，基本在一线从事电气设备管理、

维护运行、抢修等工作。员工相对比较稳定，最早上岗的已经走上了班组

长岗位。

（三）学校专业对应的企业岗位

表 1：各工种人数比例

工 种 比 例 备 注

机械维修工 15%

机械加工 13%

焊 工 6%

钣金工 6%

电气维修工 10%

流水线装配工 30% 机械电气组装

售后服务 10%

其 它 10% 质检等

表 1 所示主要为数控维修和装配类岗位。在这类岗位中，机械维修和

电气维修技术含量较高，要求维修人员在认识机械设备、电气设备、数控

设备结构和原理的基础上，有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目前在大多数企业，

机械维修和电气维修一般都有较明确的分工，中职毕业生在这类岗位上开

始时只能做一些辅助性工作。相对而言，装配类岗位中职毕业生更容易上

手，从这一岗位开始了解产品进入角色也比较适合。

（四）岗位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调查组对上述数控类岗位从业人员的年龄、学历、技术等级及工资收

入进行了调研。

1.年龄结构

数控维修和装配类岗位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分别如表 2、表 3所示。

表 2：数控维修和装配类岗位人员年龄结构



4

年龄（岁） 比 例 备 注

18～30 35%

31～40 39%

41～50 19%

51～60 7%

2.学历结构

数控维修和装配类岗位从业人员学历结构如表 3 所示。初中毕业的人

员一般只能从事简单机械的拆装；高中或中职毕业的人员除从事技术含量

较低的流水线装配工作以外，中职毕业生经过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也可

从事机械维修和电气维修工作，大专或高职以上毕业的人员经过实践经验

的积累，则可以担任机械维修和电气维修技术员的工作。

表 3：企业数控维修或装配类岗位人员学历结构

学 历 比 例 备 注

初 中 10%

高中或中职 62%

大专或高职 18%

本科以上 10%

3.技能等级对应的人数比例及年收入

数控维修和装配类岗位从业人员一般都持有钳工、机修钳工、装配钳

工、维修电工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相关的上岗证。初级、中级、高级、

技师和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对应的人数比例如表 4 所示。机械维修和电气维

修技术员一般为大专或本科以上机械制造、数控一体化、自动控制等专业

毕业，经实践具备了高级以上技能水平的人员。

表 4：企业数控维修或装配类岗位人员技能等级对应人数比例及年收入

技能等级 比 例 年收入

初级以下 35% 2～2.5 万

中 级 43% 2.5～3.5 万



5

（五）企业招聘渠道

数控专业对应岗位的招聘渠道主要有：人才市场、招收相关专业学校

应届毕业生、熟人推荐、网络、人才中介公司等。

（六）企业对我校毕业生的评价

企业对我校毕业生的评价如下：（1）知识水平方面。满意占 25%，比较

满意占 38%，尚可占 29%，不满意占 8%。（2）技能水平方面。满意占 50%，

比较满意占 36%，尚可占 10%，不满意占 4%。（3）工作态度方面。满意占

62%，比较满意占 22%，尚可占 11%，不满意占 5%。

六、人才需求分析

（一）企业对中职学生的需求分析

调查显示，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在各专业之中一直居于前

列。另一方面，企业对数控专业毕业生的岗位安排的变动性较大，一般企

业对新进的毕业生主要从事数控设备的操作并负责设备的日常保养和维

护，工作大约一至两年后，其中有一部分换岗从事设备维修、数控设备的

安装与调试、生产现场管理和服务等；岗位分工正在从单一纯粹的独立岗

位转变为数控综合性任务岗位，这就对技能型人才的技术与知识结构提出

了综合性的要求，需要他们有复合性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二）企业对中职学生培养的目标要求分析

企业对专业学生的培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要求：

1.加强培养目标定位的针对性，根据企业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设置课

程和确定教学内容。

2.在专业知识方面，应加强机械制图、设备结构、机械传动、公差配

合与测量、加工工艺、工装夹具等知识的教学，提高有效性。

3.在专业技能方面，应加强机床操作、常见故障识别诊断和排除、电

工基本操作、零件精度测量、机械设备拆装、安装调试和维修等方面的练

高 级 12% 3.5～5 万

技 师 8% 5～6万

高级技师 2% 6 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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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4.加强劳动安全教育。

（三）不同岗位、不同企业，对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人才的需求分析

1.对一线操作型和装配型的生产岗位，要求操作或装配的技术熟练，

具有设备维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初步判断设备发生的故障现象，避免

盲目生产造成设备的损坏。

2.对维修、调试和产品销售后服务等岗位，要求仪表的使用、计算机

测试、系统分析或产品故障分析的技术能力要强。

3.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对数控设备的操作工，只要求能熟练操作，

并知道基本的维护方法。但小型企业，对数控设备、自动化设备和生产线

等设备的操作工，要求既能根据加工的技术要求进行编程，又能熟练操作。

说明中等以上企业岗位分工更明确，而小型企业岗位要求更综合化。

（四）企业对中职学生社会综合能力需求的分析

通过座谈走访和信息反馈表明，很多企业用人时，一方面考察其专业

教育程度和的能力背景，但更关注人的社会能力和非智力素质，善于与其

他员工交流合作、正确的价值观、敬业精神、吃苦精神、纪律性、责任心、

工作态度 。而那些着装怪异、发型另类、表情生硬的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

甚至在面试之初就已经不受企业欢迎了。

（五）毕业生对课程的认识

通过毕业生的座谈，学生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比较重要的课程为机械基

础、机械制图、电力拖动、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液压与气动等。学生

除了反映要加强实践能力外，部分课程的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较少，如可

编程控制技术，部分课程的理论和实际脱节，如电机与拖动等，故课程体

系和内容有必要合理整合。

调研表明，县域企业发展对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中职毕业生需求是相

对稳定的，已就业的学生对企业的贡献和作用也是其它层次劳动就业人员

无法代替的，前提是毕业生具备相应的实际工作能力。因此，为了适应县

域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满足企业用工需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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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需对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进行改革调整，要以经济发展变革对数控专业人

才需求为着眼点，建立一个科学、完善、具有中职培养特色的课程体系。

突出应用性、整合性、实践性、先进性、综合性的原则，使毕业生既能掌

握数控技术设备的使用、制造、维修、检测、等专业理论知识，又能熟练

进行数控产品的维修及设备的操作及维护等实际技术。适应人才需求，适

应学生今后继续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应以校企合

作作为人才培养途径，提高课程的整合性、技术的先进性、知识的综合性，

加强实践性，使毕业生明显的具有复合型技能特色。

2019 年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