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高而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产教融合三

年发展规划

为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充分发挥企

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主体作用,

强化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带动引领示范作用，根据《建设产教

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发改社会〔2019〕590 号）

和《广东省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工作方案》（粤发改社

函〔2019〕3514 号）的要求，结合校企合作实际，科学合理

规划、健全规范管理制度，扎实有序的推进产教融合项目，

在校企合作工作中勇于创新，积极探索，致力做好带头引领

作用，以谋求企业、学校、学生三方共赢，为社会创造更大

贡献。

公司凭借多年来在校企合作工作中的丰富经验、工作成

效和业绩，经地方推荐、专家严格评审及政府公示，入选广

东省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入库名单，为进一步将

产教融合工作做实做细，现结合实际情况，对未来三年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工作规划如下。

一、整体建设目标

广东是全球制造中心，热泵和空调产量占全国 50%以上，

年产值近 3000 亿。制冷/空调/热泵行业在广东省属于传统

优势行业，产业集聚效应明显，但空调/热泵的设计、运行

管理及相关设备生产开发的工程技术及管理人才极其缺乏。



我司注重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将高校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

优势与企业科技转化和市场开拓优势进行有机整合，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与人才培

养有机地结合起来，着重培养空调/热泵领域实用型、复合

型、创新型高级技术人才。我司将与高校共同建立集高级人

才培养、技术攻关、产品开发、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平台，推

动高校大学生教育理念转变，深化高校大学生培养模式改革，

强化高校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提高高校大学生培养质量，

成为产学结合、协同育人的重要载体，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

会经济效益和新的生产力。

二、合作院校和合作基础

广东工业大学（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DUT），简称"广工大"，位于广州市，是广东省人民政府重

点建设的省属重点大学、广东省“211 工程”、广东省高水平

大学、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是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于 2006 年获得“热能工程”

二级学科硕士点，2010 年获得“动力工程”工程硕士点，2011

年获得“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硕士点，2012 年

“热能工程”获广东省特色重点学科。同年我校挂靠材料科

学与工程博士点自设了能源材料与工程二级学科博士点。依

托科研平台有广东省功能软凝聚态物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



动力电池及太阳能转换与储存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

省相变储能及高效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电动汽车

及储能系统灾害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智慧能源研究中心

等。

我司与广东工业大学自从 2014 年开始项目研发、产品

开发等多方面合作，在分液冷凝强化换热技术、热泵技术、

热泵系统集成优化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合作。签订了广东工

业大学与广东高而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联合培养研究生协

议书。

双方于 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进行了“太阳能-空气能

双源及恒温防腐热泵热水器系统研发”和“微通道扁管冷凝

水箱”产学研合作项目。2016 年共同承担了广东省省级科技

计划项目“微通道分液冷凝热泵热水器的产业化应用”

（2016B020243010）800 万；2017 年共同承担了佛山市科技

创新项目“跨温区高能效空气源热泵冷暖机组的研发和产业

化”（2016AG101232）100 万；合作项目“分液冷凝技术及其

在空调和热泵热水系统中的应用”于 2017 年由广东省科技

评估协会组织了成果评价，评价委员会的结论为成果属于

“原始创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联合开发项目“原创分

液冷凝节能降耗技术及其应用”获得 2018 年广东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合作研发的“汽液分离冷凝节能减排技术”入选

《2019 年中国制冷学会节能环保目录》。



三、建设思路和方式

（一）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

双方成立专门管理机构、设立专职人员负责落实、执行

相应计划与制度，专职管理机构为：学生联合培养协调领导

小组，负责学生联合培养工作的组织实施，保证实施方案的

实现。建立全程、全方位监控和督导职能的人才培养质量管

理体系，完善项目进展汇报和讨论交流制度，严格按照项目

实施计划开展研究工作，确保参与项目学生具有良好的科研

条件。

建立全面质量管理理念，保障示范基地建设系统化、规

范化发展。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进行项目化管理，使学生掌

握从事空调热泵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

示范基地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在专业课中设立针对性的专

业选修课。结合企业行业需求，以培养实践创新能力和完成

毕业论文为目标，接受系统的应用开发与工程实践训练。促

进理论专业知识向实用技能的转化，提高资源平台共享的效

能，实现学生“学、研、产、用”水平的全面提升。

（二）联合指导教师队伍建设

加大导师队伍的建设力度，优化配置导师资源，一方面

企业内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工程师、管理人员可担任



学生的兼职导师；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安排校内导师到企业进

行科研教学活动。实现校企导师队伍的灵活管理，最大限度

的发挥双方单位各自的资源优势。采取双导师制，即由高校

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建立切实可行又灵活多变的

管理制度，在协同创新的基础上，校内导师参与学生在企业

项目的讨论工作，同时企业导师从课程实践、论文开题等各

环节参与，切实保障学生的培养质量。

（三）合作科研项目

我司与广东工业大学将重点围绕节能减排、低碳等技术

领域进行科研项目合作和产学研，争取取得一批具有显示度

的成果，带动一批创新主体、创新要素的集成，重点解决共

性和关键性问题，解决企业实际中遇上的问题。进一步加强

双方合作，联合申报国家、省级、市级的科技攻关、科技计

划等科研项目。进一步促进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协助企业

自主项目的开发，通过不断促进企业研发水平，提高企业市

场竞争能力，从而实现学生培养和人才输出的长效运行。

（四）条件建设与资源共享

广东工业大学已建有广东省功能软凝聚态物质重点实验

室、广东省动力电池及太阳能转换与储存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广东省相变储能及高效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



省电动汽车及储能系统灾害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智慧能

源研究中心等。我司已建成广东省低碳冷热空气源热泵设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研究平台，双

方可进行资源优化及信息共享，为动力工程专业学生培养基

地构建研发平台和实训环境。

建立资源互动平台，实行数据及资料分时、分级、分类

共享制度，促进科研团队人员的互派互动。在建设过程中，

将增补和新增部分仪器设备，每年邀请企业专家来高校做学

术报告，并且举办双方相关专业人员的学术交流、研讨会。

打通学生联合培养和实践的相关环节，建立“学生—校外导

师—校内导师—基地—学校”的信息交互平台，促进各方工

作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实现对学生培养全过程的有序高效管

理。

四、预期成效

在项目三年建设期内：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数量：2-5 名

科研项目数量：本领域省部级、佛山市项目或共同开发

项目 1-2 项

发表的论文数量：2-5 篇

申请专利：3-6 件



未来三年广东高而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将通过与广东

工业大学在科研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以科研

机构、高校的人才、研究成果输出作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互惠互利，优势互补，有助企业的创新水平发展，同时也为

高校提供研究和人才开发的利用资源，促进高校科研实力的

发展。

广东高而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