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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赛育达科教有限责任公司文件
赛育达〔2022〕6号

关于公开征集增材制造技术（文物数字化）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意向的通知

有关职业院校、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围绕区域特色、产业升级和企业定制等需求，

进一步丰富增材制造模型设计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内涵，培养适应和引领

增材制造技术（文博数字化）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扎实推进新专业建设再深化、再拓展、再突破、再出发，促进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北京赛育达科教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相关

企事业单位决定共建、共管、共享一批多方向、多形式、多主体的增材制造

技术（文博数字化）产业学院。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

主办单位：北京赛育达科教有限责任公司

支持单位：北京京西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二、征集范围

主要面向设有增材制造技术（应用）、工业设计、材料成型与控制

技术、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或艺术设计类等专业（方向）及相关课程

的应用本科（职教本科），高、中职院校。基础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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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备良好的办学能力和办学条件，已开设相关专业（方向）3年以

上且近3年连续招生；

2.具备一定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经验，能精准对接产教融合型企

业；

3.匹配区域产业规划布局，院校能在政策、资金和项目等方面提供

支撑。

三、建设方案

详见附件1。

四、征集程序

1.意向申报。各申报主体应以院校为单位自愿申报，填写《增材制

造技术（文博数字化）产业学院建设意向申报表》（见附件2）并随附其

它相关资料（如有）电子版一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邮箱：

saiyuda@126.com，纸质盖章版资料邮递至我司联系地址。

2.专家评审。我司将视疫情防控要求，依照先报、先审、先建原则

持续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审和对接。

3.确定试点。经评审通过的院校确定为“增材制造技术（文博数字

化）产业学院建设试点院校”，试点周期为3～5年，并在“职教资源服

务平台”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官网（www.saiyuda.com）公布，同时纳入全

国文博数字化产业学院联盟，联合相关企事业单位发挥资源平台支撑作

用，全面推进产业学院建设运营等工作。

（“职教资源服务平台”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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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耿东川  15910763144  

           孙  静  13718664479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48号机械大厦11层

附件1：增材制造技术（文博数字化）产业学院建设方案（简版）

附件2：增材制造技术（文博数字化）产业学院建设意向申报表

北京赛育达科教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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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增材制造技术（文博数字化）产业学院建设方案

（简版）

一、建设背景

（一）政策指引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指示。2021年，由中宣部、国家

发改委、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文物博发[2021]16号），提出将文物科技创新、数字化建设纳入未来发

展计划中。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

展”。在数字化应用场景的重大工程项目中，再次明确提到“推动景区、

博物馆等发展线上数字化体验产品”，充分体现国家对文物数字化产业发

展的重视和支持，将积极推动对文物数字化及文创产业的发展。

（二）产业发展

近年，数字化技术与文博行业的融合持续加强，共同助推着文博数字

化发展浪潮。历史文物往往存在年久失修破损情况，采用三维数字化技术

可重构历史文物完整的三维数字模型，并结合3D打印技术对历史文物进行

修复或复制。全国各文博单位逐步开始数字化探索，故宫博物院、南京博

物院、上海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单位已经走在前列。此

外，重构的三维数字化模型也可用于虚拟展示（即数字博物馆），使人们

可以在互联网上浏览历史文物的全貌。

（三）人才需求

《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指出，随着数字化技术在更为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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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中运用，2020年中国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100万。全国已备案

的5800余家博物馆中，可移动文物超过一亿件/套，而高校实际每年为整

个文博数字化行业输送毕业生仅 3000 人左右。全国各类大中专学校中，

正式开设该技术相关专业及方向的学校较少，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都

是在摸索中进行。师资短缺、教材短缺、软硬件配套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专

业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规模，短期内这种矛盾还会继续加剧。

（四）建设必要

数字化技术人才培养存在主要问题有：专业人才数量、结构、质量等

供给不足；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内容、方式与三维数字化人才岗位实际脱

节；技术发展迅速，而院校传统专业数字化升级和增材制造技术（数字化）

新专业建设刚刚启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空间较大。

教育部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中增加了增材制造类、

文物展示利用及修复与保护等专业。因此，以文博数字化技术为载体，在

院校开展增材制造技术产业学院，既符合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又符合

职业院校“双创”教育、安全教育和课程思政教育需求，更是为我国文物

保护、传承、文化创意等方面助力，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培养

质量，创新专业建设内涵，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对打造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新典范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服务

制造强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线，

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心，探索产业链、创新链、

教育链有效衔接机制，打造融人才培养、企业服务、学生创新创业等功能

于一体的示范性人才培养“实体”，培养更多三维数字化技术、增材制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6%89%8D%E5%9F%B9%E5%85%BB/49190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6%9C%8D%E5%8A%A1/777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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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建设原则

产业驱动、成果导向；共建共享、建用结合；创新引领、高端示范；

理实一体、质量为本；功能融合、双效结合。

四、建设基础

（一）建设优势

赛育达公司是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公共服务型平台企业，是教

育部公布的第二、四批“1+X”证书试点工作培训评价组织。以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机械工业人才培养服务联盟等行业

组织为支撑，积累了大量专业学会（协会）、企业、院校和专家资源，在

增材制造技术（文博数字化）产业学院建设经验方面已形成了具体的建设

方案和人才培养方案。支持该项目的北京京西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

文博行业提供数字化专业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电子学会文化遗产数

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核心会员单位、北京文化产业投融资协会理事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举办文物数字化工程师职业技能大赛技

术支持单位。其主要业务有文物三维数字化、文物复仿制、智慧博物馆、

虚拟现实展示等，经文物数字化领域深耕多年，至今己为国内数家博物馆、

科研院所提供优质服务，同时作为核心单位参与编写《可移动文物三维数

字化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T/CIE 114—2021），并于2021年11月发

布并实施。

（二）业务基础

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三维数字化项目为例，至今已完成共计七千余件藏

品的数字化制作，藏品类型包含钱币、青铜器、佛造像、瓷器、漆器、玉

器、陶器、金银器、近现代类、国家礼品等文物。同时为国内数家博物馆、

科研院所提供高质量文物数字化服务，包括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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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省博物

馆、长沙市博物馆、香山革命纪念馆、北京展览馆东北烈士纪念馆、伪满

皇宫博物院、海南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李大钊纪念馆、上海嘉定博物

馆、南湖革命纪念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等。目前，国

家文物局每年针对馆藏文博数字化提供约10亿的资金支持，但数字化技能

人才严重缺乏。

（三）资源基础

增材制造技术（文博数字化）产业学院的资源基础主要包括相关的人

才培养方案、师资培训、专业教材、文博数字化资源库等。

1.人才培养方案，主要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基础

课程：文物艺术表现基础、摄影技术基础、逆向建模技术基础、文物二维

影像处理技术等。专业核心课程：文物三维数字化采集技术、文物数字化

建模技术、文物三维数字化贴图技术、文物复仿制表面处理、工艺品创新

设计、文物复仿制综合技术应用、工艺品制作综训、VR交互综训。

2.师资培训，每年定期举办文博数字化师资培训服务，意在帮助学校

建立一支教学能力强、学识水平高、实践操作能力过硬的“双师型”教师

队伍。

3.专业教材，与1+X配套的产业初、中、高教材，包括：《文物数字

化采集技术（二维采集）》《文物数字化采集技术（三维采集）》《文物

三维数字化采集技术（近现代）》《文物数字化展示模型制作（纹理贴

图）》《文物复仿制技术》。

4.京西时代文博数字化资源库，以整合文物数字化过程的教学为重点，

通过对文物数字化过程深入探索和不断的挖掘，总结了一套完整的数字化

案例，并形成了一套题材丰富的案例资源库。资源库以电子教材、教案、

PPT、视频、PDF文档和3D素材源文件为主。通过软件方式可根据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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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组织资源数据库，并在有效保护资源版权的前提下提供资源输出服务，

以促进行业科技水平健康持续发展。

五、建设目标

建成以人才链为中心，教育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相融合的“闭环”生

态，对接岗位需求和产业发展要求，培育文博数字化技术，助推文创事业

蓬勃发展的人才队伍。

（一）依托区域文物数字化、文化创意等产业，建立健全自我完善、

动态调整的专业群建设发展机制。

（二）以文物数字化为载体，开展新专业建设、传统专业改造和数字

化升级，打造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助力职业院校开展双高建设。

（三）探索形成“岗课赛证”融通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

式改革方案，推进“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

（四）校企共同培育一批行业权威、专兼职的高水平“双师”型师资

队伍，开发一批新型培训、教学资源，促进“三教”改革成果转化。

（五）以产业项目和学习项目为依托，建设“产、学、研、用、赛、

证”一体化的产教融合型高水平实训基地。

（六）运用典型文物，宣扬历史文化、故事和技能氛围，开展课程思

政资源建设。

（七）以应用技术解决博物馆文物数字化、文化创意等产业端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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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

（八）建设集产业订单、人才培养培训、考核认证、创业就业、成果

转化和交易等为一体的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

六、预期效果

（一）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形成鲜明的“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办

学特色和完善的课程体系、教学标准、教学方案、课程资源等。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展生产一线项目进教学的合作，实现学生

“进校即入职，入学即上岗”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

（三）提高培养人才质量：通过校企合作教学项目的联合培养，使毕

业学生在学业完成阶段就能够参与企业真实生产项目，提高培养人才质量。

（四）为产业提供优质用工资源:获得优质用工资源，完成超预期生

产项目在人才培养中获得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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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增材制造技术（文博数字化）产业学院建设意向申报表

院校基本情况

院校名称

办学性质 公办□民办□ 办学属性 本科□高职□中职□技师□

学校特色

及主要奖项

院系专业情况

对接院系名称 拟推进时间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近三年招生情况 2019级________人；2020级________人；2021级________人。

教师队伍
专任教师______人，其中高级职称_____人、国家级教师_____人、省级教师_____人。

兼职教师______人，其中高级职称_____人、国家级教师_____人、省级教师_____人。

实训基地建设、校企合作项目及成果介绍

（如场地面积、设备数量、年培训人次、创新实践成果介绍，可附页。）

院校意向及主要建设目标说明

（可附页。）

联系人信息

姓名 所属院系（部门） 职务 电话 邮箱

（可增加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