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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一、简介——学院

学院创建于2001年，现设学院本部、浦东校院、港口学院、轨道学院等五个校区，并设有汽车运

用工程系、航运与物流管理系等10 个专业系部，常年招生专业约20个，其中“汽车运用技术”与

“集装箱运输管理”为国家级教改试点专业，“报关与国际货运”为上海市教改试点专业。学院目

前全日制在校生4101人，成人业余大专在校生272人，浦东校院于2014年9月正式开始投入使用。

 2012年12月，我院被上海

市教委批准为“上海市特色高

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

 被上海市人力资源和保障

局认定为“上海市高技能人才

培养基地”;

 被上海市交通委认定为

“上海市交通港航行业高技能

人才培育基地”。



一、简介——学院

序号 相关系部 专业设置

1 汽车运用工程系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车车身修复技术

2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系

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

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交通运输

会计

3 机电技术与信息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数控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打造以交通物流为核心的六大类特色专业群,  形成各专业相互依存、各有所
长、有序发展的建设格局



一、简介——学院

打造以交通物流为核心的六大类特色专业群,  形成各专业相互依存、各有所长、
有序发展的建设格局

序号 相关系部 专业设置

4 航运与物流管理系

航海技术（内河高级船员）

轮机工程技术（内河高级船员）

国际商务

报关与国际货运

物流管理

集装箱运输管理

港口设备与自动化控制

5 人文艺术系
艺术设计与制作（汽车装潢装饰）

会展策划与管理

6 轨道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城市交通运输（公交）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一、简介——学院

成果名称 奖项

《对接国际标准的汽车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创

新实践》

学院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全国交通运输教学成果一等奖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教学、培训、鉴定、

服务”互通互融、互促

互进的汽车开放实训中

心创新建设》

学校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三元融合”本土培养

汽车技术技能国际化人

才创新实践

学院 待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评定中

汽车营销服务专业中高

职贯通能力渐进教学模

式创新实践

学院 待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评定中

从“普适”到“个性”培养：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全程
订单”个性化人才培养创新

实践

学校 待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评定中

国家级、市级
教学成果奖



一、简介——学院

典型成果 专业 年份 奖项

上海市高职高
专院校专业教
学设计比武

汽车运用技术 2013年 二等奖

物流管理 2014年 一等奖

汽车技术服务
与营销

2015年 三等奖

轨道交通 2016年 二等奖

汽车运用与维
修技术

2017年 二等奖



一、简介——学院



一、简介——产业现状

随着上海中高端国际品牌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

汽车机电维修、检测等售后服务市场岗位缺少掌握中高

端品牌汽车国际行业标准与全球统一工作方法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

 国内汽修人才培养标准与国际行业标准存在较大差距

 提供此类人才供给的高职院校缺少支撑国际标准的教

学资源

 缺少掌握汽车维修国际行业标准的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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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二、思路——资格框架

层级
基础教育/高

等教育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职业教育
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

非正规教育
和培训

非 正 式 学
习成果

7 学术博士/专业博士学位 对接
一级

专业继续教
育证书、能
力水平考核
证书、社会
培训证书等

先前学习
认定机制，
含在工作
经历、各
类竞赛、
个人自主
学习、社
会服务等
活动中所
获得的学
习成果

6 学术硕士/专业硕士/同等学历硕士学位

5 学士学位

成人教育学士学位

学士学位
二级

4
普通本科
毕业证书

函授/业余/远程教育
/自学考试/开放大学
本科毕业证书

应用本科
毕业证书

3
高等专科
毕业证书

函授/业余/远程教育
/自学考试/开放大学

专科毕业证书

（二/三年制）

高等职业学校
毕业证书

三级

2 高中毕业证

书

成人中等学校
毕业证书

中等职业学校
毕业证书 四级

1 初中毕业证书 五级



二、思路——能力层次

发动机系统拆装与维护

五级

发动机系统基
本诊断（单

个）
三级

综合性能诊断分析

一级

发动机系统综合
诊断（单系统）

二级

中职

高职

本科

…

发动机系统检修

四级

电气系统综合
诊断（单系统）

二级

底盘系统综合
诊断（单系统）

二级

电气系统拆装与维护

五级

底盘系统拆装与维护

五级

底盘系统检修

四级

电气系统检修

四级

电气系统基本
诊断（单个）

三级

底盘系统基本
诊断（单个）

三级

铜级

入门级

银级

金级



一、思路——专业建设

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

设施建设

支持条件

毕业要求

持续改进

培养目标

学生

制定

建设

达成

反馈

反
复
循
环

螺
旋
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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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三、举措——对接国际认证机构，创建国内首个英国IMI三级认证中心

2013年11月成立华东地区
首个IMI二级认证中心

2016年12月成立国内
唯一IMI三级认证中心



·成立于 1920年
·全球汽车工业领域最具权威性及影响力
的职业资格认证及颁证机构
·全世界60多个发达国家认可

三、举措——对接国际认证机构，创建国内首个英国IMI三级认证中心



三、举措——构建本土汽车类人才培养职业能力标准和课程平台

发展阶段 就业岗位 学历层次 发展年限
机电维修 配件管理 服务顾问 保险理赔 中职 高职

Ⅵ 总经理行业专家

8年以上

12年以上
Ⅴ 售后经理（售后总监） 高职 8~12

Ⅳ
技术经理

（车间主任）
服务经理（前台主任） 高职 5~8

Ⅲ 班组长 配件主管 服务主管
保险理赔

主管
高职中职 3~8 2~5

Ⅱ 机电工 配件员 服务顾问 保险理赔员 高职中职 1~3 0.5~2

Ⅰ 学徒 仓管员 服务顾问助理
保险理赔

助理
中职 0~1 0~0.5

序号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1 职业关键能力 7个 10个 6个 2个

2

职
业
专
业
能
力

职业通用能力 5个 5个 7个 7个 3个

职
业
专
用
能
力

汽车维修车间设备管理 1个 1个 2个 1个
汽车维修质量监管 5个 2个 8个 2个

汽车保养 1个 1个
汽车维修（机械部分） 6个 26个 16个 7个
汽车维修（电气部分） 1个 8个 8个 1个

新能源汽车维修 2个 3个 1个
汽车配件管理 5个 6个 4个 6个
汽车维修调度 1个 4个 2个

汽车维修服务顾问 4个 11个 4个 3个
汽车公估与理赔 1个 5个 6个 2个
汽车性能检测 个 个 1个 1个 1个

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能力库



三、举措——构建本土汽车类人才培养职业能力标准和课程平台

岗位领域 职业能力模块库

检测、维修
职业能力
分析

（能力4级以上）

（能力3-4级）

（能力3-4级）

专项技能
平台课程

综合技能
平台课程

基本技能
平台课程

企业技能证书

汽车维修高级工
（国家职业资格3级）

汽车维修中级工
（国家职业资格4级）

融入英国、德国、日本
等国际标准

专项技能方向：

职
业
能
力
发
展

对
接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三、举措——构建本土汽车类人才培养职业能力标准和课程平台

一级

三级

IMI
总部

IMI外督员（英）

IMI内督员（中/英）

IMI考评员（中）

IMI学员

二级

质
量
管
控
体
系



三、举措——培养掌握国际行业标准的专业教师队伍

通过实施教师海外培训、英

国IMI国际考评师培训、聘请国

际行业权威专家来校培训，培

养出了一批掌握国际行业标准

的专业教师队伍，这批教师

理解国际行业规则、掌握学生

职业技能评价方法。



三、举措——加强产教学研合作，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三、举措——构筑IMI永达学徒体系，培养高端汽修人才



三、举措——构筑IMI永达学徒体系，培养高端汽修人才

制定培养标准 开发教学资源 搭建教学平台



三、举措——构筑IMI永达学徒体系，培养高端汽修人才



4

成果



四、成果——毕业生分布

永达集团

交运汽修

东昌集团

9.2%

9.1%

8.9%



四、成果——毕业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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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四、成果——优秀毕业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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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五、展望——对接世界技能大赛

44届（2017） 43届（2015） 42届（2013）



五、展望——对接世界技能大赛

• 从得失分率看我国选手的不足
项目 配分 得分 得分比例 完成率排名顺序

A-Engine management（发动机管理） 15 9.02 60.1% 6

B-Engine tune（发动机调试） 15 10.94 72.9% 3

C-Body electrical（车身电气） 15 6.20 41.3% 8

D-Electrical（电气构建） 15 14 93.3% 1

E-Brakes（制动） 10 6.15 61.5% 5

F-Wheel alignment and steering （车轮定位和转向） 10 6.00 60% 7

G-Engine test（发动机测试） 10 8.24 82.4% 2

H-Engine measurement（发动机测量） 10 6.73 62.73% 4

从上边看出，最不理想的仍然是车身电气和发动机管理，这两项一个是系统多，结构多，另一个是不允
许用电脑诊断仪，但其核心的问题还是对系统的理解掌握和整体思路问题。



五、展望——智能化时代

智能汽车、车联网、智能交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1769
年—

1885年— 20世纪50年代— 2010年— ？1769年—

机械化时代

——“蒸汽时代”

——蒸汽汽车：“机械化”动力取代人力

汽车产业发展的5个阶段

信息化时代

——“计算机时代”

——集成制造系统

——现代管理技术：ERP,MES,PLM

智能化时代

——“智慧工厂”

——人工智能，无人驾驶

电气化时代

——“电气时代”

——新一代动力装置：内燃机

——自动化生产线

数字化时代

——“GPS”信息物理系统

——“车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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