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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数字赋能，三位一体”的云浮石材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路径研究

翟振坤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815

摘 要：针对当前云浮石材制造业面临的难题，论文以“数字赋能创新发展，校企行三位一体”为主题开展云浮市

石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从“数字化设计、制造、协同管理技术体系”赋能企业生产方式及管理运营转型、

“校企行一体化培养”高素质数字化技术技能人才优化企业人员结构，以“四链”深度融合打造协同发展共同体引

领产学研模式创新，造就云浮传统石材制造业新动能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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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urrent Yunfu ston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enterprise, and industry” to conduct 
a stud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ston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Yunfu City. Empowering enterprises to 
transform their production methods and management operations through the “digit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 system”, optimizing the personnel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s, 
enterprises, and businesses”, and deeply integrating the “four chains” to create a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community, 
leading innovation in the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models, and creating new driving forces and advantages for the 
traditional ston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Yu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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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紧紧围绕全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六大工程”和

云浮市培育“七大特色产业集群”战略部署要求，依据云浮

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等文件，推动建筑材料产业做大做优做强，深入优化完

善石材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推进工业绿色发展，强化

人才队伍保障，全面提高石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石材

产业链往高端方向延伸。

石材产业是“十四五”时期云浮市委、市政府重点打

造的“千亿级绿色建材产业集群”战略目标之一，是云浮六

大名片之一。云浮石材产业链结构完整，有核心技术优势，

石刻石雕等核心工艺技术世界领先，但石材加工制造自动

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高的弱势较为明显。传

统石材制造业的人员队伍多为普通工人、技术工人以及管理

人员，缺乏高素质复合型的数字化技术技能人才 [1]。文献 [2]

从云浮石材产业现状和问题分析着手，旨在对云浮石材产业

转型升级提出有效建议。文献 [3] 分析了“十三五”时期云

浮制造业发展概况和存在的问题，“十四五”时期云浮制造

业发展路径、发展方向和面临的挑战。文献 [4] 以云浮石材

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为案例，分析产业转型所面临的困境、

需求点及破题的对策经验，最后从顶层设计、技术攻关、平

台载体建设和人才引育 4 个维度给出智能制造助力广东传统

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突出

特征的新一轮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云浮传统石材行业企业

需要通过建立数字化设计、制造、协同管理统一的集成化平

台，才可以有效整合技术和业务资源，以数字化智能化制造

推动高质量发展。

针对当前云浮石材制造业面临的难题，论文以“数字

赋能创新发展，校企行三位一体”为主题开展云浮市石材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从“数字化设计、制造、协同管

理技术体系”赋能企业生产方式及管理运营转型、“校企行

一体化培养”高素质数字化技术技能人才优化企业人员结

构，以“四链”深度融合打造协同发展共同体引领产学研模

式创新，造就云浮传统石材制造业新动能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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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浮石材产业现状分析

2.1 产业优势
门类齐全，市场认可度高：石材产品产量销量位居全

国前列，产品种类齐全，有 13 大系列 23 个大门类 1000 多

个花色品种，同时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客户认可度高，95%

的石材荒料源自国外进口，石材成品远销海内外。

产业集群效应显著，产业链条完善：云浮石材产业聚

集了荒料开发、石材加工、机械制造、工程安装、展会商务

等全产业链条上的各类企业，产业集聚实现资源，上下游石

材加工制造企业高效协同，有效支撑企业的提质增效降本。

2.2 云浮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
后疫情时代，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下行压力增大

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石材作为传统产业存在生产方式落后、

数字化人才缺乏以及行业缺乏创新力等主要问题。

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云浮石材产业链

结构完整，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石刻石雕等核心工艺技术世

界领先，但石材加工制造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程度不高的弱势较为明显。随着全球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加速演进，数字化转型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有效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5]（见图 1）。

图 1 石材产业现状分析

数字化人才相对匮乏：传统石材制造业的人员队伍多

为普通工人、技术工人以及管理人员，缺乏高素质复合型的

数字化技术技能人才，石材加工制造行业急需吸纳更多的数

字化人才来重塑企业内部技术人才队伍。

创新发展理念不足：传统石材制造业仍采用粗放型生

产模式，因此在生产流程以及产品的整体设计中普遍缺乏创

新理念，在生产的技术方面缺乏创新意识，存在生产产品附

加值低等问题。

3 云浮石材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策略

“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发展路径的选择，决定了云浮

未来石材行业的走向和发展方式。选择发展路径应该充分考

虑自身条件、外部技术等因素，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同时

要善于抓住机遇（见图 2）。

图 2 高质量发展实施策略

3.1 以数字化技术体系，实现生产条件的智能化升

级改造
数字化转型能够助力云浮石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通

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入，全面赋能石材

行业。通过企业内部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使企

业内部各生产要素流动起来，资源要素达到高效配置。以机

器人为核心节点的自动化生产线可降低用工成本，改善作业

环境，提高生产效率。数字化智能制造使新技术、新方法得

以快速导入，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满足市场个性化、多样性

要求。企业根据客户需求设计个性化方案，其间与客户双向

反馈修改设计方案，将加工数据下载到前端机器人石材雕刻

机、复合加工机器人等智能化生产加工设备，生产线自动排

产并完成交付，客户可全程参与从需求、设计到加工的过程，

实时监测进度，实现“所想、所见、所得”一体化柔性生产，

提高客户体验感。

针对云浮石材行业生产管理数据和市场信息未能有效

互联互通互用等问题，开展工业 App、区块链、边缘计算等

新型技术研发与测试验证，着力打造制造云共享平台，为石

材生产企业提供包括制造数据管理、计划排产管理、生产调

度管理、库存管理、工作中心 / 设备管理、生产过程控制、

底层数据集成分析、上层数据集成分解等管理功能，实现线

上线下一体化、原材料数字化、库存可视化和产品感知化。

通过云平台、互联网等载体，使集聚区企业创新主体互联

共通，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产业链、创新链、

人才链和资金链深度融合，形成合力。数字化技术和制造

技术的深度融合，为云浮石材制造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

3.2 以行业协会为纽带，强化校企协同数字化人才

育人机制
推进数字化转型，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行业协会可以

牵头企业和高职院校建立经常性的对话机制，搭建双方信息

交流的平台，保证高职院校与企业界的信息畅通，让校企双

方能够有机会互相交流信息。通过建立行业协会主导下的校

企协同联盟，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作用，

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行业内企业

之间相互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由行业协会组织校企

共同开展交流和研讨，围绕石材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趋势、

企业用人需求，确定行业标准、岗位标准等，将行业共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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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企业特性需求相结合，确定面向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石材

企业所需数字化人才的培养目标，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和运行

机制，共同开发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6]。

面向石材行业数字化设计、制造、协同管理等新兴岗位，

根据岗位能力要求，开发专业课程体系，将职业资格标准融

入“石材制造工艺数字化仿真”“石材生产线远程管理与运

维”等岗位能力课程，校企共同开发教材，实现课程内容与

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对接。

行业协会发挥自身优势，根据行业岗位标准制订数字

化人才考核评价标准，设计考核项目，构建以面向数字化技

术应用岗位能力为核心的技能和知识考核评价内容，同时注

重学生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团结协作等方面的表现，围绕

石材制造生产链中的生产工艺管理、质量管理、测试、技术

服务、运营与维护、产品开发设计不同岗位，建立“考核内

容综合化、考核形式多样化、考核过程全程化”的多元化过

程性考核评价新模式。

3.3 以“四链互通”引领产教融合模式创新，助推

高质量发展
以“四链互通”产教融合推动云浮石材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是发挥职业教育对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引领作用的必然

要求，也是创新教育培养模式、组织形态和服务供给的有力

抓手。以利益共同体的视野深化产教融合实践，着力推动教

育、人才和产业政策组合叠加。一是根据石材制造业发展前

沿与趋势，实施行业协会牵头，学校、企业、园区共同参与

的创新型人才培育计划，培养造就高素质复合型数字化技术

技能人才。二是联合对口高校与龙头企业建立培训与实践基

地，是以解决企业工程问题为核心的重构实践教学体系，逐

步引入并细化制造行业、企业人才培养需求，促进校企协同

创新。

4 结语

结合学校、企业、行业协会三方在实践教学实施、岗

位标准制定、行业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形成合力构建多

元化的人才培养主体，加强数字化技术人才培养，强化传统

石材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人才支撑。通过打造面向云

浮石材制造业的“校企行”联盟，共促教育、人才、产业、

创新的“四链”有机衔接，打造多元协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以此助推云浮石材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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