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服务学院专业优化调整方案 

一、专业优化背景 

（一）区域发展的需要 

2021年 11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内蒙古自治

区新能源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文件

指出今后一个时期，以风电、光伏等为主的新能源将进入加速发展阶

段，对新能源装备的需求巨大。内蒙古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开发

潜力巨大，“十四五”规划实施新能源倍增工程，为新能源装备制造

业发展提供了重大市场机遇。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切实落实“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

定位，全面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找准内蒙古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的定位，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着力做

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重点打造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产业链。 

2022年 1月 2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

议上，自治区主席王丽霞指出：全面挖潜保障煤电供应，坚持保大局、

保民生，先后拿出 50 条措施增产保供，圆满完成国家交付的 18个省

份煤炭保供任务，为农牧户提供平价煤，煤炭日产连创新高，外送电

量全国第一，为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作出了内蒙古贡献；实施新能源

倍增行动，风电光伏项目获批规模突破 4000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增长 27.5％。”“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加快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

大力推进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优化升级。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

聚焦“两率先”、“两超过”目标，加快蒙东、蒙西千万千瓦级新能源

基地和抽水蓄能电站、新型储能设施建设，加快沙漠、戈壁地带大规

模新能源开发规划布局，加快源网荷储、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应用示

范，壮大风光氢储产业集群，建设安全、灵活、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

新增新能源并网规模 2000 万千瓦以上，可再生能源装机比重提高到

40％以上。 

（二）行业发展的趋势 

为应对“十四五”期间的电力需求增长和新能源渗透率提升，预

计 2025 年煤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13 亿千瓦，即“十四五”期间

仍有 1 亿-2 亿千瓦的增长空间，专业发展空间较大。通过与北京腾疆

集团的企业座谈会得知，该企业用人需求较大，急需机组运行、电机

调速、调泵的相关技术人员及巡检人员，年需求人数为 200 人以上。

通过对富龙热力和赤峰市三峰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的企业调研得知，当

前内蒙的发电仍然以火电为主，但是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垃圾发电

等新能源发电技术正在快速发展，新能源发电是电力行业的发展趋势。 

根据 2011 年国务院中央 58 号文件、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电

梯维护保养模式和检验检测方式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

说明，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行业已经进入“放管服”时代，以中正屹安

科技集团为代表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行业紧缺专科以上学历的一线

检验检测人员。 



二、专业优化方向 

（一）专业优化依据 

1.根据《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分学科专业招生结构调

整方案》的规划，减少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的招生规模，增加新能源

汽车技术、热能动力工程技术的招生规模。 

2.根据《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国

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

等相关文件，内蒙古自治区近几年的发展方向为：大力推进能源和战

略资源基地优化升级；大力发展光伏、风电；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稳步增加电力供应，保持煤电装机合理裕度；全力推进风电、光

伏等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促进能源工业、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重点任务。 

（二）专业优化调整方案 

1.汽车专业群，保持现有专业规模，专业发展向新能源汽车技术

倾斜，加大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招生规模，减少汽车制造与试验技

术的招生规模。 

2.大力发展热能动力工程技术专业群，打造以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专业为核心，由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光伏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组成

的热能与发电工程专业群，将热能动力工程技术专业群作为工业服务

学院的核心专业群进行建设，现有实训设备已能满足本专业的基础实

训，合作企业也会提供校外实训基地用来进行部分核心专业课程的教



学和实习。已有专业热能动力工程技术已有两家大型合作企业，并实

施“2+0.5+0.5”的订单培养模式，能够实现优质就业。未来三年内增

加相关专业的招生、师资和以虚拟仿真为主实验实训设备，继续围绕

热能与发电工程类论证 2-3 个新专业，现规划论证电力系统自动化技

术专业和光伏工程专业，积极寻找对应专业的大型企业，努力将新论

证专业做成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3.继续做好机电设备技术专业，是特种设备（电梯、起重机械）

检验检检测方向。专业现有一家大型企业合作，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

模式，现有的实训设备能够满足专业基础实训，合作企业会提供校外

实训基地供学生实习。今后发展将部分机电专业的师资调整至本专业，

再联系一家相关大型企业作为专业的合作企业，保证就业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