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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制造 2025 专项人才出国（境）培训 
项目指南 

 

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 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

略行动纲领。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要求，坚持把制造业人才培

养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

的制造业人才队伍，走人才引领的发展道路，国家外国专家

局决定自 2016年起实施中国制造 2025专项人才出国（境）

培训项目。 

一、总体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

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

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

度融合为主线，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

求，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为目标，选拔具

有发展潜力的制造业优秀人才到国（境）外培训，着力培养

一批掌握制造业核心关键技术、处于世界制造业前沿水平的

中青年专家和技术骨干，以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制造业

共性、关键性、基础性核心领域的整体突破，完善多层次多

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业由大变

强的历史跨越。 

 



 2 

二、重点支持领域 

    （一）围绕《中国制造 2025》所列的五大工程：制造业

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建设工程、智能制造工程、

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重点支

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海洋工程

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

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战略重点产业的出国（境）培训。 

    （二）围绕提升大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培

育发展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集团的目标，支持开展现代

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品牌战略、精准营销和服务、跨国并购

和投融资、创新能力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际贸易等方

面的出国（境）培训。 

三、培训对象及条件 

   （一）制造业有关的骨干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相

关专业等企事业单位具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专家和技术骨

干。其中，参加中长期培训项目的人员，外语需达到 BFT 高

级或具有同等水平，年龄在 45周岁以下。 

（二）优先考虑以下人员出国（境）培训：承担科研、

生产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项目的业务骨干，参与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科研人员，以及在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

为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组织的培训项目的参训人员。 

（三)高等院校和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中与制造业相关

专业的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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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加工等领域

一线骨干技工和高技能人才。 

四、项目组织和申报 

中国制造 2025 专项人才出国（境）培训项目采取三种

方式来组织立项： 

（一）由学员（或组团单位）自行对口联系国外的相关

大学、培训机构，按人事隶属关系通过所在地方和部门出国

(境)培训归口管理部门向国家外国专家局申报立项； 

（二）由与制造业有关的行业管理部门及地方相关部

门，根据本部门本地区制造业人才培训的需要，自行组织关

键、重点培训项目，通过所在部门和地方出国（境）培训归

口管理部门向国家外国专家局申报立项； 

（三）国家外国专家局根据制造业人才出国（境）培训

项目的需求情况，直接组织这方面的人才培训项目。 

中国制造 2025专项人才出国（境）培训项目纳入所在

地方和部门 2016年度出国（境）培训计划。各地方和各部

门的出国（境）培训归口管理部门在组织申报 2016 年度的

出国（境）培训计划时，应加强对制造业领域出国（境）培

训项目需求的调研分析，明确重点，并按照本项目指南的要

求指导项目单位组织申报计划。 

中国制造 2025专项人才出国培训项目的人员选派、组

团要求、申报程序和所需资料与其他出国（境）培训项目一

样，统一通过“因公出国（境）培训项目管理系统”申报。

申报计划时，请在“是否与国家或省、部委重大计划、专项



 4 

或工程相关”栏目中选择“是”，再在“重大计划、专项或

工程名称”栏目中填写“中国制造 2025”。 

五、项目资助 

对于获得批准立项的中国制造 2025 专项人才出国（境）

培训项目，国家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管理司将在组织评审

后，按照必要性和可行性分为不同资助档次，按规定标准资

助境外全部或部分费用。 

资助经费以外的费用以及国际旅费、签证费等其它费用

由学员单位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