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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是由世界服

务外包百强企业之一的日本知名上市公司 transcosmos 株式会社出

资 15 亿日元筹建的计算机软件研发、信息技术服务为主要业务的 IT

公司。主要业务有：计算机软件系统以及包括智能移动设备的应用管

理系统的开发、系统集成及技术支持、客户定制化系统开发、系统运

营维护、系统技术支持服务，同时在系统基础架构研发、数据库解决

方案、提供智能移动设备应用解决方案以及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方面具

有丰富的业绩。公司通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具备相当规模、技

术力量雄厚、管理体系完备、业务范围覆盖广泛的颇具影响力的 IT 公

司。 

2022 年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与大宇宙中国举行西南区域中心

项目线上签约仪式。全球知名 BPO（商务流程外包）服务商——大

宇宙集团，把中国西南区域中心项目落子内江东兴区，成立内江特朗

思大宇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这是大宇宙中国首次在中国省会城

市之外布局的区域中心，也是西南区域目前唯一的中心站点。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本学年企业向学校捐赠设备总值 0.5 万元，主要用于相关课程资

源的建设；2023 年 5 月 17 日-21 日期间，企业为市场营销专业学

生 43 人开展全过程营销专项培训，培训共计 40 学时；2023 年 5 月

22 日-6 月 20 日开展生产性实训，40 名学生支持公司 618 期间的客

户呼叫岗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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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成效 

一是支撑本地需要凸显服务社会成效。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是

内江市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承接产业转移机遇，着力推进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发展的新路径。学生通过参与企业培训强化

技能，同时通过生产性实训为企业客户服务外包业务提供了人力资源

支撑；二是能力迁移促进高质量就业。通过专业建设对接服务外包产

业发展、课程内容对接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与管理职业技能标准。在实

习结束之后，企业对学生们实习表现给予了较高评价，立即开展专场

招聘。实现了专业对口、学生满意、企业满意、社会满意、可持续发

展的高质量就业；三产教融合深入发展。通过校企合作，内江职业技

术学院和内江特朗思大宇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

在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双师型教师发展等方面深入合作，实现产业

链、人才链、教育链、创新链四链融合发展。。 

四、企业资源投入  

投入实训场地、培训师资、数字化资源。 

五、助推企业发展  

一是为企业临促任务提供人力支撑，2023年 618及双十一期间，

50 名学生助力企业完成了临促任务；二是为内江市客户服务外包、

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企业的客服服务承接工作行提供储备资

源。 

六、示范辐射作用 

一是专业对接产业。市场营销专业建设紧跟职业教育的“供给侧”



 4 / 5 

 

改革,以专业建设和结构优化作为改革的抓手, 专业设置与内江做优

服务发展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导入，逐

步建成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核心区的发展定位相对接；二是课程内

容对接职业标准。市场营销专业开设至今已有 20 年，为应对东兴区

打造内江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战场”的目标，近年来该专业开设

了客户服务与管理、商务数据分析等课程，以客户服务管理员职业标

准、网络营销师职业标注对接课程内容，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人

才。 

七、问题及建议 

（1）校企合作深度还不够，如在师资互助，专业课程建设、共

同参加竞赛等方面可以进一步加深合作。 

（2）企业新的技能无法同步进入课堂，学校的教学资源和人力

安排不能与产业转型、业务进程精准匹配。 

（3）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忠诚度低，对于本土企业认知不

够深入。 

八、展望  

内江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承接产业转移机遇，选定了

服务外包作为内江的产业发展引擎，着力推进内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培育发展新路径。其产业链长、覆盖面广、产业关联度高、就业带动

性强、附加值大的特点，与内江聚产、聚人的需求高度契合；以此吸

引本地人才回流、外地人才聚集，同时，能缓解内江经济发展对资源

能源的依赖，助推未来城市转型。四川内江市委八届六次全会首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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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加快建设成渝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区”，围绕发展现代物流、

文化旅游、信息服务外包、电子商务、商贸会展五个方面，实现这一

目标。为有效达成这一目标，未来在校企合作中，可尝试构建“订单

培养”模式，充分利用学校的人才资源，将企业课程嵌入日常教学工

作中，多渠道培育专业人才，实现学生毕业即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