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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校级基地立项和验收文件 

物联网专业群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于 2019 年 5 月立项为校级校内实践教学基

地，2021 年 5 月验收通过，立项名称为“物联网实训基地”。 

 

图 1-1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立项文件 

 

图 1-2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验收结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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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地认定评审指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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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功能定位 

1. 基地对接产业文件 

（一）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对广东的指示：要更

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

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构筑

产业体系新支柱。 

（二）国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研发设计、数字创意、现代交

通运输、高效物流、融资租赁、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产业急需紧缺学科专

业。积极支持家政、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社会领域专业发展，推进标准

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加强智慧城市、智能建筑等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相

关专业建设。大力支持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网络安全、人工智

能等事关国家战略、国家安全等学科专业建设。[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7〕95 号)] 

（三）全省。“十三五”时期我省十大产值（或附加值）超万亿元产业：电

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汽车制造业、石化工业、家电工业、文化旅游产业、

电子商务、金融产业、软件产业、健康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数字

创意产业、战略性产业（含空天海洋、未来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领

域）。先进制造业：重点发展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

产业、先进轻纺制造业、新材料制造业、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等 6

大产业。“十三五”时期我省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领域：总部经济、金融服务、

现代物流、科技服务、商务服务、新兴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文化创意和

设计服务、服务外包等生产性服务业及商贸服务、健康服务、家政服务、旅游

服务、体育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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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基地对接广东省“双十战略”产业 

（四）惠州。做强做优电子信息、石油化工两大核心支柱产业，推进汽车

与装备制造、清洁能源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

业、休闲度假旅游产业、金融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加快推进仲恺高新区国家

新型工业化（智能终端产业）示范基地和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重

点发展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智能机器人、北斗卫星应用、3D 打

印、可穿戴设备、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业，培育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大力发展新型复合及聚合物材料产业，积极推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发展壮大

高端临海产业。（惠州市“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 

2. 物联网专业群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物联网专业群是以物联网应用技术为主，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

术、软件技术及电子信息技术为骨干专业而建立的。因此下面从专业角度出发

分析对人才的需求。 

①人才需求量 

目前物联网概念下的企业数量非常多，社会需求量也大，但是人才供给量

很少，远不成比例。且未来几年，物联网技术会在社会各领域中广泛普及，因

此这个专业的就业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十二五”期间物联网产业重点领域包

括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电网、智能医疗、智能工业、智能农业、环境监

控与灾害预警、智能家居、公共安全、社会公共事业、金融与服务业、智慧城

市、国防与军事等。物联网各主要领域均需要大量人才，据工信部统计，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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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未来 5 年对物联网人才的需求量预估为：智能交通：20 万；智能物流：

20 万；智能电网：100 万；智能医疗：100 万；智能工业：50 万；智能农

业：1000 万。目前，中国物联网已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具备了一定的

技术、产业和应用基础。调查显示，2018 年中国物联网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72.9%，从事物联网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超过 200 万。据 2019 年中国物联网

行业市场分析：就业前景越来越好，未来近 500 万人才需求增长。 

从当前中国现有的情况来，网络人才需求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机关

上网工程的实施造成了对网络人才的巨大需求；二是企业上网需求量猛增；三

是现有媒体的网站和商业、专业性质网站对专业人才的渴求更迫不及待。据国

家信息部统计，今后 5 年，中国从事网络建设、应用和网络服务的新型网络人

才需求将达到 100 万-135 万人，而现有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还不足 20 万。据

《人才市场报》报道，近几年各大互联网巨头已在国内人才市场打起了争夺优

秀人才的招聘战，既包括世界级巨头谷歌、微软、百度等，也包括国内互联网

明星企业新浪、搜狐等。互联网行业的人才海量需求表现为人员的高速膨胀。

美世调查显示，互联网公司的数量不但直线上升，人员规模也呈现爆炸式增

长，年员工增长率平均为 97%，而且，由于互联网行业本身的特性，公司从业

人员年轻化程度很高，21 岁至 30 岁的从业人员占到调查对象总数的 84%。 

近年来，我国软件行业获得长足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工业和信息

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曾在公开论坛表示，中国的软件产业“既

不大也不强”，中国软件产业规模大概占全球 5%左右，甚至低于日本，而美国

的软件产业则占全球的 25.6%。中国软件产业还存在着国家投入不足、产用脱

节、生态薄弱、人才短缺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扶持软件产业发展，未来还将有

更多利好政策出台，我国软件业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中国软件行业快速发展，从业人数稳步增加。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达 643 万人，比上年增加 25 万人，同比增长

4.2%。未来，软件行业就业人数将保持增长，2019 年超 680 万人，预计 2020

年将超 750 万人。 

当前，中国互联网行业需求量最高的八大职位（不包括职能岗位和销售类

岗位），分别是：软件开发、新媒体运营、产品经理、软件测试、运维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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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前端开发、UI 设计和移动开发工程师。热门岗位中，无论从岗位席位数还

是人才需求量来说，技术类岗位的占比都达到了七成。需求量前列的为软件开

发、运维工程师、Web 前端开发、UI 设计师。 

智能产品是物联网大环境下应用最广的产物，随着人工智能概念的持续火

爆，大批求职者还向人工智能相关岗位靠近。人社部发布的《人工智能工程技

术人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指出，根据测算，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

超过 500 万人，国内的供求比例为 1∶10，供需比例严重失衡。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据职业教育计

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80%以上）从事计算机销售与技术支持、数据录入

等工作。它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以及智能产品开发等都是紧密

相连。 

②人才分类 

从产业需求来看，专业群（以物联网应用技术为主）人才总体上分可以分

为研究型人才、工程应用型人才以及技能型人才三个类型： 

研究型人才主要为研究生层次或研究型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是各类“研

究型企业”或“高新企业”的研发部、研究院所亟需的人才。我国现在大力强

调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最终要落实在企业身上，因此具有研究和创新特色的

企业，应该得到大力培育。根据国内的划分，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 9%以上是

“研究型企业”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这类企业主要以物联网政策研究、行业

标准制定、咨询顾问、规划测评、技术研发等为主。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物

联网研究型人才培养方面，偏重于研究型和创新型，具有跨学科复合型特点，

具有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和创业才能，具有开放的意识、国际视野以及国际交

往能力，具有自主学习及获取信息的能力，具有较完备的知识结构。 

工程应用型人才主要为各类本科学校或信息类高职学院毕业生，以从事物

联网系统设计、产品开发、物联网项目实施等为主，包括 RFID 系统设计与开

发、嵌入式软件开发、网络安装调试、物联网硬件开发、传感技术开发、市场

营销、售前售后技术支持等工作。以系统设计、产品开发、工程项目策划与实

施为主的这类企业，在我国数量庞大，其需要的工程应用人才除了需要具备必

要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注重工程应用技术能力的培养，加强工程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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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训练，突出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创新能力。 

技能型人才主要为各类高职院校或信息类中职院校毕业生，如各类物联网

业务运营管理人才、市场销售人才、业务应用人才、客户服务人才和系统维护

人才等。技能型人才主要服务于物联网服务型企业或物联网系统使用方，如提

供物联网业务服务的运营企业、物联网系统集成类企业等。物联网技能型人才

往往需要较强的综合能力，对各类高职院校培养物联网高技能型人才提出较高

要求，不但需要掌握物联网基础知识、业务知识，更要结合区域的物联网产业

情况，培养其技术应用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和管理能力。 

③惠州市人才需求情况 

在惠州市贯彻落实《广东省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

计划（2021-2025 年）》工作措施中指出： 

电子信息产业是惠州市的支柱产业之一，产业规模稳居全省第三，拥有

TCL、德赛、比亚迪、华阳、联想、龙旗、伯恩等一大批龙头企业。2019 年，

全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营业收入 2,789 亿元，归于电子信息企业 513 家，电

子工业增加值 605 亿元。在智能终端、超高清视频、智能汽车电子等领域具有

良好的产业基础，是全国重要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到 2025 年，以建设

“全国 5G 泛智能终端和零配件制造基地”为目标定位，将惠州建设成为国家

重要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产值规模超过 6500 亿元。因此对于专业群

人才的需求也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高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