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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智能供应链产业学院管理制度 

一、总则 

为确保京东智能供应链产业学院高效运行，实现人才培养、科

研创新及社会服务等目标，同时推进产业学院健康发展，逐步完善

治理体系，构建责任与利益机制，调动参与各方积极性，形成校企

命运共同体，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二、产教融合管理 

1.专业建设 

组建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包括学校教师、企业专家及行业学会代

表。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保专业建设契

合企业用人需求与行业发展趋势。 

建立专业建设质量评估机制，每学期对专业建设质量进行评估，依

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 

明确京东校园生态中的智能物流云仓与京东供应链校园生态两大

业务板块融入学校教学资源的具体方式和流程，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2.人才供应对接 

建立人才需求信息收集与反馈制度，定期与企业沟通，及时掌握企

业用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向。 

制定企业定制化培养方案审批流程，根据企业需求制定个性化人才

培养方案，确保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建立人才供应对接效果评估机制，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跟踪调



查，评估人才供应对接的成效。 

三、融合生态管理 

1.产业推进创新人才培养 

以京东物流应用技术为基石，制定人才培养标准与课程体系开发流

程，确保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明确校园电商、校园云仓、智能零售等业务环节整合的具体步骤和

责任分工，营造优良的校园生态与产业生态。 

建立物流商流一体化实战环境建设与管理规范，为学生提供丰富的

实践机会。 

制定创新创业活动激励制度，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培育学

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实践教学管理 

制定实践教学计划编制与审核制度，明确实践教学目标、内容及考

核方式。 

建立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选拔与培训机制，组建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

伍，强化对学生实践教学的指导与管理。 

构建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反馈体系，定期对实践教学进行评估与反

馈，不断改进实践教学质量。 

四、建立中心管理 

1.区域竞赛中心 

制定竞赛组织与管理规范，明确竞赛组织、参赛要求及奖励办法等。 

建立竞赛指导教师团队建设与管理机制，组织学生参与各类竞赛，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制定竞赛成果转化与应用制度，将竞赛成果应用于教学和科研中，

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2.科研创新 / 成果转化中心 

制定科研项目申报与评审制度，明确科研项目申报、评审、立项、

实施及验收等流程。 

建立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机制，鼓励教师与学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构建科研合作与交流平台，加强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开

展科研项目。 

4.社会服务 / 创新创业中心 

制定社会服务项目管理办法，明确社会服务项目的组织、实施及考

核等流程。 

建立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为企

业和社会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服务。 

制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孵化制度，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培养

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 

五、实训基地管理 

1.“产、学、研、就、创” 五维一体实训基地 

制定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规范，明确实训基地的使用、管理及维护

等职责。 

建立实训基地与企业合作机制，依托京东物流智能供应链的技术与



智能仓储运营经验，开展专业实训教学，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水平。 

构建实训基地考核评价体系，定期对实训基地进行评估与改进。 

2.1+X 培训认证基地 

制定 1+X 职业技能培训与认证管理办法，明确培训内容、考核方

式及证书颁发等流程。 

建立 1+X 证书考评员与培训师选拔与培训机制，组织学生参加《智

能仓储大数据分析》《智能仓储装备应用与维护》《物流无人机操作与

运维》等 “1+X” 职业技能培训与认证，增强学生竞争力。 

制定 1+X 证书推广与应用制度，鼓励教师参与认证，提高教师教

学水平。 

3.高水平师资培养基地 

制定师资培养规划与实施方案，明确师资培养目标、内容、方式及

考核办法。 

建立校企互聘机制与管理规范，参与 “1+X” 证书考评员或培训

师资格认证，深入开展校企互聘机制。京东定期接收专业教师下企业实

践，企业派出专兼教师到学校交流授课，共同商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建

课程、共编教材。 

构建师资培养激励与保障体系，对表现优异的教师予以表彰与奖励。 

4.社会服务培训基地 

制定社会服务培训项目开发与管理规范，明确培训对象、内容、方

式及考核办法。 

建立社会服务培训质量监控与反馈机制，以京东物流的核心运营思



路与理念为基础，分岗位、分模块对全国院校教师开展主题培训。 

制定社会服务培训品牌建设与推广制度，提高社会服务培训基地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5.公共实训科普基地 

制定公共实训科普基地开放与管理规范，明确基地的开放时间、参

观流程及安全管理等职责。 

建立科普教育活动策划与组织机制，面向地方中小学生开放产业学

院，让学生零距离接触供应链应用场景，了解智能供应链的概念、理念

及发展，增强学生职业体验。 

制定科普教育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组建科普教育团队，开展科普

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六、进驻企业管理 

1.合法经营 

建立进驻企业资格审查制度，进驻企业须在产业学院内合法经营、

开展业务，严禁从事违法违规项目生产。 

制定进驻企业经营行为监督与管理办法，对进驻企业的经营行为进

行定期检查和评估，确保企业合法经营。 

2.人员备案 

制定进驻企业人员备案制度，进驻企业安排在产业学院驻点的职员

需提供个人信息、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交学校备案。企业人员岗位调整

时，应第一时间将新进驻产业学院的职员资料提交学校，严禁有违法犯

罪记录人员进驻教育单位。 



建立进驻企业人员信息管理系统，对进驻企业人员信息进行动态管

理。 

3.参观管理 

制定进驻企业参观审批制度，进驻企业若需带客户等进入学校教学

区参观、考察，需通知学校安排工作人员陪同。企业不得擅自带无备案

人员进入教学区域。 

明确参观流程与注意事项，确保参观活动的安全和有序进行。 

4.言行规范 

制定进驻企业人员言行规范准则，进驻企业人员及企业到访客户在

教学场所应注意个人言行规范，不得在学生面前有不当行为或发表不当

言论。 

建立言行监督与反馈机制，对进驻企业人员的言行进行监督，及时

处理不当言行。 

5.师德师风学习 

制定企业师傅师德师风学习制度，对参与教育教学工作的企业师傅

定期组织学习《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育部关于教

师师德十条禁令》《师德师风建设十要十不准》等内容。 

建立师德师风考核与评价机制，对企业授课教师的师德师风进行考

核与评价，确保企业授课教师言行雅正、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举止文

明、作风正派、自重自爱。 

6.教学内容审核 

建立校企双方授课内容审核制度，校企双方负责人要对企业师傅的



授课内容严格审核，严禁在课堂发表不当言论、传播非法低俗内容。 

制定授课内容调整与优化机制，根据教学反馈及时调整和优化授课

内容。 

7.活动审批 

制定产业学院学术交流厅使用审批制度，使用产业学院学术交流厅

开展活动时，活动内容及 LED 屏幕播放、演示内容须经学校负责人审

核批准后方可进行活动并播放。 

明确学校负责人的监管职责，学校负责人有权安排工作人员参与现

场活动并履行监管责任。 

8.安全防范 

制定安全防范制度与应急预案，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开展安全教育，

保护学生安全，防范事故风险。 

建立安全责任追究机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遇突发事件、面临危险

时，不得不顾学生安危擅离职守、自行逃离。对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进

行责任追究。 

七、附则 

本管理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本管理制度由京东智能供应链产业学院负责解释。如有未尽事宜，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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