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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公布第一批浙江省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认定结果的通知》，经过学校申
报、专家认定、现场考察和公示等环节，并经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有7所院校的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被认定
为第一批浙江省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的“模塑制品表面装饰与智能成型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位列其中。

“这是我校科研平台建设取得的重大突破，是学校重视科研建设、实施协同创新的结果，标志着学校内涵
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姚奇富说。

近年来，浙江工商职院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对接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需求，先后培育并成立了14个科研
机构，其中既有“模塑制品表面装饰与智能成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这样的省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又有
智能家电实验室这样的市级重点实验室，同时还有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影像传媒与交互设计协同创新中心等众
多校级科研机构。

2016年，浙江工商职院为实现“创建办学特色鲜明、与行业高度融合的优质高职院校”这个“十三五”
总目标，本着“整合资源，提高效能”“强调产教融合，加强校地合作”“强化服务职能，提高服务水平”的原
则，进行了新一轮的组织机构调整，对教学、科研和管理力量实行重新整合配置，模具工程中心、智能家电工
程中心、高职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大数据研究所等4个独立科研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既有明确的定位和多年来的培育，又有组织和机制作为保障和支撑，浙江工商职院的科研平台建设驶上了
快车道。

走好高职走好高职““科研科研兴教兴教””之路之路
——浙江工商职院科研浙江工商职院科研平台建设纪实平台建设纪实

姚奇富认为，与本科院校有所
不同，高职院校的科研应主要侧重
于应用研究，致力于解决技术应用

的“最后一公里”。
早在 2012年成立之初，“模塑

制品表面装饰与智能成型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就定位于服务地方产业
群，主动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重大需
求，确定了以“模塑制品表面装饰
技术”为核心的领域研究。

浙江工商职院模具工程中心副
主任郑子军介绍，中心的目标是做
强模塑制品贴膜装饰、做精贴膜模
具的设计与制造、做大产品个性化
设计。

目前，中心的大深度、大曲率
模内表面装饰技术 （IMD） 已经
突破了行业技术瓶颈，参与技术
研发的企业，新增产值达到 1.4亿
元。

给豆浆机、电饭煲等家电塑件
表面贴膜，在变形拉伸的同时，保
持膜上印刷的图案和文字不变形，
对工艺有着很高的要求。在 IMD

技术研发方向，中心团队突破行业
内薄膜 12mm拉伸深度以上无法控
制的技术壁垒，使可控范围扩大到
40mm。

“比如豆浆机盖子，原来需要
三道工序进行拼接，通过中心团队
的最新研发技术，可以实现薄膜表
面包覆一体成型，节约了成本、提
高了质量。”郑子军说，该技术突
破后，产品与模具设计更为灵活，
如无人机的轻量化等等，“可拓展
的产品增多了！”

据介绍，如今这项技术已成
功应用于 3M、惠而浦、海尔、九
阳等企业的产品，以及戴姆勒、
北汽、吉利、众泰等汽车内外饰
件。

中心与韩国专家团队合作预研
的大深度、薄壁奥氏体不锈钢拉深
技术，除了应用于小家电不锈钢内
胆的生产，还成功拓展至宁波欧琳
集团的高端水槽制造。

引领发展 解决技术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与模具工程中心一样，浙江工
商职院智能家电工程中心主要服务
于地方家电产业群，致力于针对宁
波及周边地区智能家电产业，开展

智能家电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宁波民

营企业多、中小企业活力强，但也
存在产业层次较低、创新能力不

强、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浙
江工商职院智能家电工程中心副主
任张青波说，就宁波家电行业而言，
不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尚未掌
握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他认为，作
为高职科研机构，就要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促进新技术的应用和服务，
做企业转型升级的“领跑者”。

走进智能家电工程中心，智能
家 电 研 发 室 、智 能 家 电 测 试 室 、
SMT产品试制室、移动互联网应用
与开发实训室、物联网技术实训室
等一应俱全，200 余台（套）设备可
直接用于智能家电核心技术及其应
用技术的研究和产品开发。

张青波介绍，除了硬件，中心
还依托了学校智能电子学院拥有的
高级职称占比达 63.3%、硕士及以
上学历达 76.7%，其中包括 6 名博

士 （含 2名在读博士） 的专、兼职
研究队伍。

随着校企合作的深入，中心开
发出的洗衣机智能控制器，可实现
自动感知洗涤时间和清洁程度效
果 ， 2016 年 4 月 已 投 入 小 批 量
试 生 产 ， 实 现 产 值 800 多 万
元 。 今 年 ， 中 心 又 与 宁 波 市 鄞
州 祥 弘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合 作 研 发
一 款 健 康 型 洗 衣 机 ， 突 破 的 技
术 ， 将 为企业带来近 5000 万美元
的出口产值。

去年，中心被宁波市科技局认
定为宁波市智能家电重点实验室，
未来将进一步引进高端研究人才，
搭建成为宁波市智能家电公共研发
平台，解决智能空调、冰箱及洗衣
机等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

“通过平台，实现‘应用一
代、研制一代、储存一代’目标，
促进家电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宁波

‘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
设。”张青波说。

主动服务 做企业转型升级的“领跑者”

高职院校科研的方向在哪里？
浙江工商职院给出的答案是，整合
资源、协同创新，把专业办在产业
链上。

以“模塑制品表面装饰与智能
成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为例，这
是由浙江工商职院牵头，在宁海县
人民政府和宁波市模具行业协会支
持下组建而成，其核心成员包括国
家家电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浙
江工业大学特种装备制造与先进加
工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宁波华
宝塑胶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等。

浙江工商职院对接宁海县人民

政府开展的产学研合作可追溯至
2004 年。当时，学校与宁海县人
民政府、中国 （宁海）模具城共同
创新“政府、企业、学校”共建、共管、
共享的合作体制与机制，签约合作
共建宁海产学研基地，也就是浙江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

十多年来，依托宁海模具、文
具等产业优势，学校陆续打造出一
个与区域“模具机电”等产业链发
展相匹配的先进制造业专业链。

经过多年的培育，有模具设计
与制造、工业设计两个中央财政支
持建设的服务型专业和数控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两个市级教育服务
型专业为基础，同时聚集和吸纳国
内在模具技术上具有研发优势的高
校、企业，中心已成为扎根产业土
壤的“产学研创”综合平台。

至今，中心已先后承担了国家
“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部
信息研究项目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
金、浙江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以
及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省级教学改
革等近三十个研究课题、项目，横向
到款980万元，“平台所释放的红利，
使政、校、企各方得以互惠共赢，而最
直接受益的就是学校的师生。”

据悉，截至 2017 年，中心已
授权发明专利 14 项，实用新型、
外观专利248项，其中14项专利转
让 、 50 多 项 专 利 成 功 应 用 于 生
产，教师的研发能力和教学水平得
以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大
大增强，涌现了许多校园“发明大
王”和“创新创业明星”。

不仅如此，中心还培养出了一
批具备独立科研能力及工匠精神的
优秀毕业生。2015 年毕业生胡涛
涛被上海交通大学轻合金精密成型
国家工程中心录用为研究人员；
2012年毕业生卢星星，从 987名来
自 8所不同高校的大学生学员中脱
颖而出，在上海大众顶岗实习期间
就完成 3项技改，被评为“金牌学
员”，并赴德国总部深造。

协同创新 打造“产学研创”综合平台

多年来，浙江工商职院通过探
索实践“县校合作”办学模式，推
进产教融合，让学校的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跟着产业调整
升级“走”，围着高技能人才需求
而“转”。

除了与宁海县人民政府合作共
建宁海学院，浙江工商职院还于
2012 年在慈溪家电产业集聚区建
成了慈溪产学研基地，2016 年，
该校与慈溪市人民政府以混合所有
制合作模式共建的浙江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慈溪学院正式揭牌成立，目
前正在积极打造和建设以智能电
子和智能制造为主体的、与先进制
造业对接的专业群，以及以电子商
务为主体的、与现代服务业对接的
专业群，未来将以发展高等职业
教育为引领，以中高职一体化、
产学研融合为平台，构建以慈溪
学院为主体的职教集团，推动慈
溪职业教育发展；以资源共享、功
能互补、产学研一体化为目标，通
过与余慈经济带的特色和优势产业
的深度对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
级。

“与县域社会经济产业结合，
‘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
方’已经成为我校走出的一条特色
鲜明、成果显著的高职教育发展之
路，我校将牢牢抓住这个方向定
位，继续加强科研平台建设。”浙
江工商职院科研与社会服务处处长
楼晓东说，此次“模塑制品表面装
饰与智能成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顺利获评省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为今后更好地推进学校科研平
台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学校

发展争取了更大的机遇和发展空
间。

楼晓东介绍，国家家电模具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宁波分中心也已于
2016年9月落户浙江工商职院，未
来将推动宁波传统模具制造迈向智
能制造、产业转型升级再上新台
阶。

该校的大数据研究所也已搭建
了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基于先
进技术的云计算环境，同时正在创
建一个轻量级的大数据应用平台，
预期通过三年时间建设，不仅可以
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教学科研基
地，也将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精准
决策依据、为企业消除发展屏障发
挥作用。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
记蔡泽伟说：“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走好高职‘科研兴教’之
路，对我们来说任重而道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这为我们高职院校加强科研建设、
实施协同创新指明了方向。”

下一步，浙江工商职院将根据
国家和省“2011 计划”精神和要
求，切实以市场为导向，通过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着力推动学校专
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紧密结合，
着力提升应用技术研发能力和社会
服务水平，推动形成学校与行业企
业共同推进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机
制，推动学校“模塑制品表面装饰
与智能成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
科研平台成为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力量。

产教融合
走好高职“科研兴教”之路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慈溪学院向当地企业开设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慈溪学院向当地企业开设““智能物联与智能物联与
机器人应用系列专题培训机器人应用系列专题培训””

韩国专家正在中心从事研发工作韩国专家正在中心从事研发工作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模具工程中心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模具工程中心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产学研基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产学研基地 （（宁海学院宁海学院））

宁波市智能家电重点实验室内景宁波市智能家电重点实验室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