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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专业调研报告 

一、社会与经济形式分析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电子信息制

造业是研制和生产电子设备及各种电子元件、器件、仪器、仪表的工业，产业

覆盖广泛，核心链路主要以芯片生产、基板制造再到电路装联等三个主要生产

领域。近年来，电子信息制造业正日益成为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的关键力量。据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发布的《2018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1%，快于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增速 6.9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9.8%，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9.0%，主营收入利润率为 4.51%，主营业务成本

同比增长 9.1%；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4%，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6.6%，高于制造业整体投资增速 7.1 个百分点。未来，在国家政策、

经济转型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发展趋势，从

而给芯片、PCB、电路组装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带来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中国电子制造业经过近十年的快速与内涵化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制造“2025”

强国战略驱动下，我国电子制造业已经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电子信

息制造业技术创新驱动性强、国际化程度高以及资本和知识密集等特点决定了

人力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实现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做大做强，抢占

产业规模以及技术制高点的一项关键要素。 

作为苏北重点中心城市，淮安是江苏经济建设的重点地区，电子信息类产

业是重点扶持产业之一，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建设方面得到了诸多的优惠措施和

支持。随着外来投资的迅猛发展，电子及相关产业具备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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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伴随着一大批合作伙伴企业来投资，尤其是经济开发区开辟、空港产业园、

苏北环保科技产业园建成后，带动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势必加大对相关专

业领域人才需求的增长。其中淮安经济开发区是全国唯一国家级“台资企业产

业转移集聚服务示范区”，区内集聚了以鹏鼎控股、台玻、敏实、明基等台企 400

余家，是江苏省政府重点扶持的台资企业产业转移集聚服务核心区。 

当前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人才结构性缺失的问题日益凸显，人才问题已经成

为当前制约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据江苏省信息产业局统计，未来 5 年，江苏

省与人才需求的急剧增长，为本专业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就业

前景，淮安市已将电子信息类人才列为紧缺人才。 

 

图 1  淮安市紧缺人才表（部分） 

二、企业调研概况 

为了充分地了解电子信息产业的人才需求情况，掌握市场动态，提高办学

的针对性、准确性和适应性，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与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联合 12 家院校、15 家企业共同组建了“电子制造

技术专业资源库建设联盟（简称联盟）”，协同开展资源库建设研究与应用工作。 

联盟开展行业调研，深入行业与企业，进行全面广泛的市场调研，以就业

为导向，将人才培养定位更精准。首先从电子制造行业人才需求调研入手，成



3  

立了由联盟各成员单位组成的“电子制造行业技能人才需求调研团队”，形成以

12 所国家示范校为核心分 12 个调研组，在不同的地域开展电子行业人才需求

调研。调研对象涉及芯片封装、基板生产、电路互联（SMT 表面组装技术）等

电子制造领域，涵盖通信、消费电子、电子元器件制造等行业。资源库调研团

队制定了周密科学的专业调研方案，设计了人才需求调研表、毕业生就业岗位

调研表、职业发展经历调研表、典型工作任务描述表等调研材料。调研组采用

线上线下混合式调研方法。通过网络调研、走访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等方式，对

5759 名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回访，走访了电子制造业对应的 6 家行业协

会，对全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雷达系统工程、广播视听

设备、电子仪器与测量等 5 类行业中的 313 家企业进行人才需求调研，包括不

同规模（31 家大型企业，282 家中小规模企业）、不同性质（国资企业、外资企

业、民营企业）、不同地域（东部、中西部）的典型企业，如富士康、伟创力、

联想、华为、中兴通讯等。涉及电子信息产业链的设计、生产、销售与服务等

46 个岗位。收集整理了 276 份岗位描述表、418 份职业发展历程表、476 份典

型工作任务描述表，为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专业建设获得了原始调查资料。 

三、调研分析归纳 

根据专业调研资料，联盟厘清了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专业与高职电子信息

大类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的区间，明

确了本专业毕业生可从事的职业岗位（群），确定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本专业

主要面向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雷达系统工程、广播视听设备、电子仪器与

测量等行业，集中从事芯片封装、基板生产和电路装联等电子产品的制造和设

备编程维护等工作，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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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专业面向职业岗位 

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专业关键岗位是工艺设计、设备编程、品质管控、设

备运行维护，延伸岗位是车间产线管理和电路设计等。毕业生经过 3～5 年的工

作实践后，可以成为企业的技术主管和生产管理骨干。 

 
图 3 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专业与同类专业职业岗位比较 

如图 3 所示，通过横向比较，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主要

集中在电子产品生产链节上的器件、基板和电路装联等工艺设计、品质管控和

产业性质

A、芯片封装 B、基板生产

C、电路互联 D、其他

岗位性质

A、生产工艺操作 B、设备维护人员

C、设备操控人员 D、仪器仪表监控

E、品质管控人员 F、电子系统设计

G、PLC编程控制 H、产品销售

I、企业管理人员 J、其他

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 应用电子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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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编程和维护等领域的人才培养；而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应集中

在电子产品的整机生产、电路维修和质量管控等领域的人才培养；电子信息工

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定位更加偏重在小型电子产品设计和电子系统集成领域的

岗位人才培养。 

四、调研结果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面向电子技术行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第一线，具有良好政治思

想和道德修养，掌握应用电子制造技术与设备职业岗位所需的专业基础理论和

芯片设计与生产、PCB 设计制作及微控制器应用、电子产品生产管理等专业技

能，具有电子产品的生产装配、设备使用维护、品质管控等工艺性较强实际应

用能力，从事企事业单位电子产品的芯片封装、基板生产、电路互联等岗位工

作，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良好职

业道德和创新精神的高技能型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 

（二）就业面向 

本专业服务面向电子装备制造业及配套企业，包括各型电子产品制造类企

业。 

1．适应岗位： 

电子产品开发过程中芯片封装、基板生产、电路互联工艺员、设备维护员、

一线操作工、电子产品制图与制板员、SMT 操作员、产品辅助设计与测试员。 

2．职业范围： 

（1）芯片封装生产线的生产操作、工艺技术指导、一线管理及产品检验工

作； 

（2）基板生产、电路互联等电子产品生产线的工艺技术指导、生产一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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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产品检验工作； 

（3）生产线仪器设备的安装、操作、维护、维修工作； 

（4）电子产品研制、开发、维修、售后等相关工作。 

（三）知识与能力 

1．专业能力 

（1）常用元器件的识别、测量、选用能力； 

（2）常用电子仪器仪表、工具设备的使用能力； 

（3）具备按照工艺流程，执行生产与设备维护的能力； 

（4）能够进行产品基本的工艺技术管理，熟悉工艺流程制定、执行、修整

的过程； 

（5）能够辅助设计产品生产的工艺流程、编制各流程工艺文件和工具、设

备操作规程； 

（6）具备生产线芯片封装、元件成型、设备调试等各工位的操作能力，能

够在工艺技术方面指导操作工人； 

（7）使用手工焊接工具，具备手工焊接、拆焊的能力； 

（8）具备自动插件机、波峰焊接机、自动在线检测设备、回流焊接机和 SMT

等常见设备的基本操作能力； 

（9）利用电路基本理论分析、调试、维修简单电路的能力； 

（10）使用计算机软件设计芯片、绘制电路图、设计线路板的能力； 

（11）能根据原理图或产品调试说明书对设备安装、调试； 

（12）具备基本的生产管理能力，具有独立工作、着眼全局的整体观点和

追求综合效益的管理素质； 

（13）具备基本的质量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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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具备电子行业的职业规范、质量第一的观点、安全生产和分工协作

的团队意识及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15）掌握安全生产的操作规程。 

2．职业能力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 

（2）具有较强的计划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3）具有较强的开拓发展的创新能力； 

（4）具有较强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5）具有较好的对新的技能与知识的学习能力； 

（6）具有较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力、制定工作计划的能力； 

（7）具有查找维修资料、文献等取得信息的能力； 

（8）具有较好的逻辑性、合理性的科学思维方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