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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 “政产学研创”相关研究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阐述 “政产学研创”五位一体健康大数据培

养模式以及人才培养平台构成、培养方案、实施路径，以期为培养高素质、高质量、多元化、创新型大数

据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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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师科研扶持基金 “移动云环境下医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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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我国于２０１４年将大数据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大数据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热点；２０１５年９

月国务院印发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

部署我国大数据发展工作；２０１６年３月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发布，提出将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

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２０１７年１月工信部印

发的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提

出，到２０２０年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保障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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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２０１８年７月工信部印发
的 《推动企业上云实施指南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提

出到２０２０年力争进一步优化企业云环境等。在此

背景下我国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融合应用不断深

化，数字经济质量不断提升，对经济社会创新驱

动、融合带动作用显著增强。目前我国大数据相关

人才需求量逐年递增，人才需求缺口较大，然而仍

存在数据开放度低、技术薄弱、人才缺失、行业应

用不深入等问题，亟需明确高质量大数据人才培养

方向及方法。对此本文提出政府参与校企合作的产

学研用健康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与企业相互

合作、协同发展、共建共享，多渠道共同培养高素

质、高质量、多元化的创新型大数据人才。

２　 “政产学研创”相关研究及存在问题

２１　国外研究

国外在校企合作领域理论研究基础较好。ＧｒａｙＤ

Ｏ、ＨｅｔｚｎｅｒＷ和ＥｖｅｌａｎｄＳＤ等［１］研究分析美国信息

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产学研合作研究项目对技术创新的

影响并提出新的项目计划。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Ｌ和Ｅｔｚｋｏｗｉｔｚ

Ｈ［２］通过 “三角螺旋”理论研究 “政产学研用”中

高校、企业和政府职能转变，认为３者之间相互关系

可以通过知识基础进行解释，该关系能够加大科学创

新力度、促进企业建设、科技进步和区域持续发展。

ＨｕｒｔａｄｏＣＤ、ＣｏｒｒｅａＺＣ和ＣａｒｄｏｎａＹＡＣ［３］研究认

为高校应保持教学和科研协同发展，使科研与教学有

效互动，重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和高端科技创新人

才［４］。ＧｕｅｒｚｏｎｉＭ、ＡｌｄｒｉｄｇｅＴＴ和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ＤＢ

等［５］研究认为高校科研攻关项目可以促进新兴产业

出现。此外还有学者［６－７］研究政府在企校合作中的

作用，提出政府介入有助于加强高校与企业合作并

激活知识转移过程。

２２　国内研究

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分析 （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１２

月），以 “政产学研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

索到２５９篇论文，涉及高等和职业教育共１３０篇，

近５年论文１５１篇。以 “政产学研”为关键词进行

检索，共检索到４７６篇论文，其中涉及高等和职业

教育共１５５篇，近５年论文２３４篇。以 “政产学研

创”为主题或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１篇期刊

论文。从分析结果可知高等学校持续探索研究校企

合作项目，尤其近５年全国范围内校企合作力度加

强并取得一定成果。许惠英［８］研究分析英国产学研

实施状况、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存在问题，指出知识

产权转移存在瓶颈。高文兵［９］研究指出高校应在政

府牵头下主动与企业创设合作平台，共同培养高素

质创新型人才。宋潇、罗若愚和杨俊杰［１０］研究分析

中美 “政产学研”导向性区别，指出中国创新体系

创新转化能力较弱、跨部门间存在政策性短板，提

出创新政策是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祝

蕾［１１］研究提出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驱动人才的

发展战略，在相关政策保护下进行协同机制创新，

改善校企合作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２３　存在问题

政府、企业和学校之间关系较模糊，一方面政

府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尚不清晰；另一方面企业和

学校在合作过程中存在利益不均、协同机制不健全

等问题，导致协同育人机制效率较低，与国家协同

创新驱动人才发展战略不符，影响创新型人才培养

质量［１２－１３］。

３　 “政产学研创”五位一体健康大数据培养

模式

３１　 “政产学研创”深度融合，实现双轮驱动产业

发展

　　校企合作项目应聚焦国家战略，抢抓当前大数

据产业发展机遇，培养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

师；学校应快速响应大数据专业建设需求，服务当

地乃至全国大数据产业发展，加快培养符合需要的

创新型人才［１４－１６］。企业与学校探索共建大数据专

业与大数据教育创新研究院，实现双轮驱动。企业

和学校以合作办学、育人、就业、发展为主线，共

同商讨教学体系、全方位实习、学生就业、师资培

训４项解决方案。通过共建专业、共同培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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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等合作模式，促进工程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协作

教学，形成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管理、运营，实现

产学研全方位合作，更有效地推动产教融合、协同发

展，实现大数据领域高素质人才培养与产业协同发

展。

３２　 “政产学研创”融合机制下教育模式转变

３２１　概述　人才教育应基于先进的教育理念和
模式。首先是要培养综合素质，然后才是专业素质

和能力，此外还应注重培养创新创业精神、用户设

计能力 （即平面设计思维能力）、科学思维、商业

素养、全局意识。针对为谁培养、培养何种人才、

如何培养、如何评价４个问题，构建基于未来趋势
及真实场景、案例、项目、工作任务的多元协同育

人体系，在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全面发展的同时，

重视人才适配产业发展的专业能力。

３２２　学校与企业探索协同教育模式　从需求出
发，总结人才所需要的岗位能力和职业素养，基于

岗位能力模型、职业素养和真实产业工作任务，形

成教学任务节点，企业对基于能力导向的教学任务

节点进行组合并融入创业精神、用户设计、科学思

维、商业素养和全局意识，形成符合企业规模的实

践教学课程体系。企业实践育人体系已经形成从产

业人才需求到岗位能力模型、认知体验实践课程、

专业基础实践课程、专业核心实践课程、专业综合

实践课程，再到真实岗位项目实践课程、职业能力

认证、职业能力大赛的完整培养体系，企业作为学

校的核心教育伙伴，应实时连接和聚集产业和学校

资源，与学校共同创建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课

程，构建全社会多元化协同育人体系［１３］，共同努力

培养创新型人才，见图１。

图１　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课程

３２３　教学模式　大数据课程应采用企业与学校
合作完成的整体教学模式。企业将自主研发的教学

案例、合作企业真实项目通过在线教学系统融入合

作学校教学过程，由企业讲师、工程师与合作学校

教师共同组建多元化师资队伍，构建 “线上线下双

师” ＋基于问题学习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ＢＬ）教学模式，建立和完善以产学研一体化教学
为主线、学习－实践螺旋式推进的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同时基于情景、案例、项目式教学以及小组学

习等方式促进学生理论和实践融合，培养学生综合

素养和职业能力。

４　构建 “政产学研创”五位一体健康大数据

人才培养平台

４１　 “政产学研创”五位一体的校企合作模式

当地政府积极参与推动，学校引入企业优质课

程资源、师资力量、新形态教材、先进教学模式、

企业合作资源等，同时聚焦健康大数据专业学科与

教学资源建设、产学研创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建

设［１７］、健康大数据实验室建设、就业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等，提供从课程服务到软硬件环境一体化全方

位的大数据 “人才培养方案 ＋实验中心 ＋资源库 ＋
教学管理平台 ＋教学环境 ＋体验中心 ＋可持续服务
体系”的解决方案，实现人才培养闭环，见图２。

图２　 “政产学研创”五位一体健康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

４２　教学设施

４２１　教学体验中心　应满足学生对大数据最新
应用实践、技术应用的体验以及高年级学生综合实

践应用开发和维护能力培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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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教学实验中心　主要满足教学实验需要，

学生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交通、医疗等数据挖

掘、清洗等实践操作。

４２３　教学管理平台　用于支持大数据教学场景

并提供教学授课管理软件环境。该平台包括资源管

理系统、双创管理平台、系统监控平台、软件工坊

系统、实验环境系统、综合授课系统和师资培养系

统，是开展教学活动的支撑载体。通过这７个系统

能够实现综合培养，夯实学生大数据学科基础，提

升师资授课水平和能力，是完成高校本科人才培养

教学过程必备的教学实验平台。

４２４　教学资源库　资源库主要包括样本集、算

法和案例库，通过资源池建立完成样本集的汇集、

标注、筛选，共享、算法的征求发布以及管理共

享、案例积累、共享及发布，见表１。

表１　教学资源库

教学资源库 内容

数据样本集　　　　 百万级样本库

十万级样本库

算法集及评估报告库 数据分析算法集

数据建模算法集

自然语言处理算法集

学术资源库　　　　 专家、工程师知识讲座、创新创业讲座

４３　可持续服务体系

４３１　共建教研队伍　校企双方共同派人成立项

目领导和工作小组，以及学生管理和教研团队，企

业负责组建由实习就业负责人、实习班主任、教学

顾问、企业导师和人才发展顾问组成的企业团队，

与校方共同进行人才培养。

４３２　共修人才培养方案　企业与学校共同组成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小组，组织学校教师、企业和行

业专家共同修订并论证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人才培

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师资源、教学计划和人才考

评标准等。

４３３　共建教学场景　校企共同构建教学场景，

包含认知体验、专业基础、专业核心、专业综合、

真岗项目等实践教学平台，分别由运行平台、课程

课件、实验套件、算法库、样本集等构成，包括综

合授课系统、资源管理系统、师资培训系统、机器

学习算法库、深度学习算法库、深度学习学术论文

和深度学习百万级样本库等。

４３４　联合发展教师　企业应注重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定期开展线上线下研修、企业游学、经验分

享、课题合作、课程开发、教材开发、定岗实践等

活动；创建大数据学习社区，为教师提供有关大数

据知识、技术、产业发展、应用最新实践、产业人

才需求、人才培养等方面在线课程，以提升教师教

学水平。

４３５　共同实施教学　校企共同承担教学任务，

学校主要负责专业基础、核心理论课程，企业负责实

践课程，企业应进行实践教学能力转移，推动学校教

师承担企业课程教学工作。企业需建设教师协作共同

体，与学校教师共同做好教学内涵建设和实施。

４３６　引入企业导师　企业组建由高管构成的企

业导师团队，担任大学生人生和职业导师，从人生

规划、人才成长、职业发展、专业能力等方面进行

辅导。

４３７　精选专家进课堂　企业成立由产业、学校

和行业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以线上线下混合方式为

学生提供最新产业发展、技术发展资讯和人才成长

经验等。

４３８　高密度企业游学　企业应重视学生与产业

无缝对接，每学期组织学生前往行业代表企业参观

交流，深度接触产业最新变革和企业创新文化，培

养学生职业素养和创新精神。

４３９　分阶段企业实习　企业需从４个层次出发进

行学生实习安排：认知实习、短期实习、真岗实习和

顶岗实习。在真岗实习环节，企业引入真实项目，使

学生基于真实项目岗位进行实践。在毕业期企业安排

学生进驻企业进行顶岗实践，进一步融入企业工作

场景，通过实践进一步提升职业素养和能力。

４３１０　职业能力认证　合作企业研究形成一套

完整的培训认证体系，通过认证的学生可以获得行

业大部分企业认可。

４３１１　职业能力大赛　合作企业筹建不同层次

的大数据分析建模大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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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技术实践能力，进一步提

升有效沟通、团队协作等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４３１２　产教交流协作　合作企业充当资源共享
者和连接者角色，企业和学校共同举办产教对接

会、示范建设经验分享会、教学育人成果分享会等

教育协作交流活动，将产业先进经验引入教学，同

时推广学校优秀成果。

４３１３　产教课题合作　合作企业可以每年发布一
批纵向和横向课题，与学校教师一起完成科研课题、

课程开发、教材开发、教材翻译等项目，共同推动学

校内涵改革，形成更多优秀课程和教学成果。

４３１４　持续就业发展　学校和企业搭建沟通桥
梁，通过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为企业人才引进、学

生求职提供便利。

４３１５　联合终身教育　企业和学校共同开发在
线学习平台并持续更新精品课程资源。在线学习平

台应连接学习和认证，学生通过线上学习可以完成

职业转换和复合职业学习成长。

５　人才培养方案

５１　培养目标

健康大数据专业应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使其掌握大数据基础知识、理论及技术，

包括面向大数据应用的数学、统计、计算机等学科

基础知识、数据建模、高效分析与处理以及统计学

推断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培养具有较强专业

能力和良好外语水平，较高文化素养和职业素质，

胜任数据分析与挖掘算法研究和大数据系统开发等

工作，具备系统思维、工程实践、创新意识和团队

合作能力的研究型和技术型人才，服务大数据产业

链，推动产业智能化发展。

５２　课程设置

大数据专业主要培养具有多学科交叉能力的复

合应用型人才。重点培养以下３方面素质：一是理
论性，即对大数据中模型的理解和运用；二是实践

性，即处理实际数据能力；三是应用性，即利用大

数据方法解决具体行业应用问题的能力。健康大数

据专业课程设置，见图３。大数据通识教育主要是
通识课程学习，如大数据导论、大数据与信息安

全、创新创业实践、职业定位与发展、准职业人导

向等职业素质及创新创业课程，让学生了解大数据

概念、认识大数据技术，熟悉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实

践。专业课程包括基础、核心及选修课程 ３部分。
其中专业基础课程涵盖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

等理论知识。专业核心课程侧重数据分析、计算机

技术以及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内容，包括数据科学导

引、数据采集、大数据应用导论等课程。专业选修

课程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学习，包括深度学习、大数

据分析算法、云计算与大数据平台等，同时在应用

方面开设新兴行业课程，例如健康医疗大数据 －理
论与应用等，见表２。

图３　健康大数据专业课程设置

表２　阶段性课程设置

阶段 课程

基础阶段

大数据存储阶段

Ｌｉｎｕｘ、Ｄｏｃｋｅｒ、ＭｙＳＱＬ、Ｏｒａｃｌｅ、Ｍｏｎ

ｇｏＤＢ、ｈａｄｏｏｐ、ＨＤＦＳ、ＹＡＲＮ
ｈｂａｓｅ、ｈｉｖｅ、ｓｑｏｏｐ

大数据架构设计阶段 Ｆｌｕｍｅ、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Ｋａｆｋａ
大数据实时计算阶段 Ｍａｈｏｕｔ、Ｓｐａｒｋ、ｓｔｏｒｍ
大数据数据采集阶段 Ｐｙｔｈｏｎ、Ｓｃａｌａ

数据分析 Ｐｙｔｈｏｎ（含 ｎｕｍｐｙ，ｐａｎｄａｓ等），Ｒ，

Ｍａｔｌａｂ

实战阶段 机器学习及 ｓｋｌｅａｒｎ使用，深度学习及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ｋｅｒａｓ，ｐｙｔｏｒｃｈ等框架使用

大数据商业实战阶段 实操企业大数据处理业务场景，分析需

求、解决方案实施，综合技术实战应用

６　实施路径

校企合作培养大数据专业人才知识体系应涵盖

基础、大数据核心课程、大数据应用、项目 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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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从理论到实践循序渐进、相互结合。基础阶

段：了解医疗健康大数据市场前景；使用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
－ＳＱＬ查询数据；能够通过 Ｅｘｃｅｌ或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
ＢＩ软件进行数据可视化与数据分析；了解大数据分
析统计思维。大数据核心课程阶段：掌握使用 Ｒ语
言或Ｐｙｔｈｏｎ语言探索数据的方法；熟悉大数据科学
基础；了解机器学习原理。大数据应用阶段：掌握

使用Ｒ语言或Ｐｙｔｈｏｎ语言进行数据建模的方法；能
够开发智能解决方案 （机器学习应用场景及在 Ａｚ
ｕｒｅＨＤＩｎｓｉｇｈｔ中使用Ｓｐａｒｋ实施预测模型）。最后是
项目实战阶段，见图４。

图４　健康大数据人才培养实施路径

７　结语

“政产学研创”一体化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有效手段。在地方政府监管和相关政策保障下，

企业与学校应积极参与、探索，共同建设大数据产

业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支撑平台，有效连接学习、

实践 （产业）与科研，持续输送人才，将大数据产

业新技术发展内容持续融入教学，构建学习与实践

相结合、人才－产业强互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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