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三航”特色优势，培训急需紧缺人才 

（一）培训基本情况 

西北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发展航空、航天、航海（三航）等领域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特色的多科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是国家“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A 类），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 

西北工业大学依托学科优势，以知识更新、掌握先进技术、提升

专业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充分发挥其在军民融合、网络信息安全（保

密教育）、工业化转型升级、科技成果转化、国防和科技前沿（无人

系统、先进材料、装备制造、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方面

专业特色，为急需紧缺专业人才提供优质高效的培训服务，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018 年以来，学校先后为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等单

位举办非学历教育培训 160 余班次，累计培训 9800 余人次。在培训

模式上，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培训以集中面授和现场教学相结合为

主；线上培训作为培训的辅助手段；专业技能人才培训均采取面授教

学与线上直播等混合式教学模式；企业定制化培训采用必修课与选修

课相结合、专家面授与线上直播相结合。 

 

 

                                      



（二）突出特色及创新点 

1. 依托学校优势，加强基地建设，搭建非学历教育培训平台 

学校先后申报获批人社部“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项目”高校、国家

保密局“国家保密教育培训基地西安分基地”等 5 个国家级基地；陕

西省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陕西省军民融合培训基地和陕西省人大

代表和人大干部培训机构等 5 个省级基地。这些培训基地为社会成员

多样化、个性化和优质化的终身学习需求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保障，为

学校开展培训业务搭建了重要的资源平台。 

 

 

 

 

 

 

2. 挖掘自身资源，突出专业特色，开发非学历教育培训课程 

学校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需求和干部教育

培训需求，制定了“依托优势学科、聚焦科技前沿、结合产业发展、

完善知识结构”的非学历教育培训工作开展思路，逐步形成军民融合、

无人系统、先进材料和网络空间安全等多个特色培训专题及近 150

余门培训课程。 

3.立足“三航”特色，提升培训实效，打造非学历教育培训品牌 

学校充分发挥科研人才优势，抓住军民融合发展机遇，与军工企

业集团共建平台，开展军民融合、保密教育和科技前沿等系列项目培

训，不断创新非学历教育培训模式，在培训市场竞争激烈和培训项目

同质化严重的情况下，深入培训需求一线，从顶层设计到效果评估，



建立了一套较为实用的工作流程与运行机制，实现非学历教育供给侧

改革创新。近两年来已建立军民融合专题培训师资库，入库专家 40

余名，培训讲座课程 50 余门，现场教学点近 20 个，共面向全国各

地承办军民融合培训班次近 20 期，总培训 1000 余人次。 

 

 

 

 

 

 

（三）培训效果及社会贡献 

近年来，学校非学历继续教育主动对接培训需求，不断加强内涵

建设，坚持实践与创新，取得了一定成效，赢得了社会、政府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等的高度评价。学校设有三航科技发展前沿技术讲座，多

次举办装备制造、内审员培训和保密教育等相关高级研修班。 

1.面向全国各地企业及行业共承办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航空发动

机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制造技术和工业互联网与先进工艺技术等

培训 20 余班次，累计培训 1000 余人次，为部分高层次、急需紧缺

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的知识更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2.面向试飞院、西航、西控和成飞等相关军工单位举办内审员培

训近 20 余班次，累计培训 1200 余人次，为我国军事装备制造质量

保驾护航贡献一份力量； 

3.面向国家保密局、各省市国家保密局、军工企事业单位、军队

等各单位开展保密技术、保密法规、保密管理、网络安全实训等方面

保密教育培训 30 余班次，累计培训 2300 余人次，并承担了陕西省

中管干部和省管干部轮训，以及全省党政机关干部和涉密人员培训工



作，服务陕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学校还全力承办省部级交办的培训项目（工信部部属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暑期实践研修班、人社部人工智能技术

与应用高级研修班等），努力探索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与创新，服

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