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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推动下，西部大数据产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新疆作为“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亟

需通过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破解区域产业升级中的人才短缺与技术转化难题。本文以新疆职

业院校大数据工程技术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案例，分析其通过“校企共建课程体系、技术转化平台建设、人才定向输

送、社会服务赋能”四维路径服务区域经济的实践模式，为西部职业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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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country's 14th Five-Year Plan, the big data industry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experiencing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s an important hub node of the "East Data 

West Computing" project, Xinjiang urgently need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o address the talent 

shortage and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in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big data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raining base of Xinjiang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 case, analyzes its practical model of serving the regional economy through 

the four-dimensional path of "co-construc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platform, targeted talent delivery, and social service empowerment",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o serv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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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十四五”期间，国家明确提出加快西部大数据中心集群建

设，将大数据产业作为西部经济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新疆依托区

位优势与能源资源禀赋，成为“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承载地。

然而，新疆大数据产业仍面临技术人才短缺、校企资源对接不

畅、区域创新能力薄弱等瓶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

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业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动人力资源供给结构性改革的

迫切要求”。而职业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成为链接教育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关键枢纽，通

过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为区域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能。本文旨在探索西部职业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的特色

路径，丰富产教融合理论内涵，为新疆大数据产业提供人才支撑

与技术转化平台，助力“数字新疆”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二、新疆大数据产业与人才需求分析

（一）新疆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

新疆大数据产业以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哈密等数据中心为

集群，形成“双核一极·丝路星链”的产业布局。在政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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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打造“西部算力高

地”，推动数据中心集群建设，并与甘肃庆阳、河南郑州共建“郑

庆哈算力走廊”，形成跨区域算力调度通道，推动新疆成为西部

算力枢纽。然而，产业高速发展背后存在算力调度效率低、技术

应用滞后、区域发展不均衡及本地化解决方案不足等问题。[1]

（二）人才需求痛点分析

据2023年新疆数字经济白皮书统计，大数据技术岗位缺口占

比达42%，主要集中在数据分析（28%）、平台运维（35%）、安

全防护（20%）等方向。对比近五年新疆高校大数据专业开设情

况，新疆现有11所高校开设大数据相关专业（本科），年均毕业

生约1500人。而2023年新疆大数据岗位需求超5000个，供需缺

口达58%，表明高技能人才供给仍不足。此外，企业调研显示，

60% 的用人单位认为毕业生项目经验欠缺，需通过实训基地强化

实践能力。[2]

三、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服务区域经济的实践路径

（一）校企共建“需求导向”课程体系

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理念，新疆职业院校联合龙头企业依

据行业发展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指导专业建设、组建教

学团队、共同开发适应企业技术标准新课程，并到学校开展教

学，使学生提前了解企业需求。以《Spark 应用开发技术》课程

为例，引入华为云真实项目案例，覆盖数据采集、清洗、分析全

流程，使学生积极参与。《1+X 大数据平台运维》对接 H3CSE 认

证标准，培养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符号型人才。依托“华为 ICT

大赛”“新华三杯”等赛事，开发实训模块，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二）实训基地作为技术转化与创新平台

职业院校和龙头企业建立“产业 + 教育 + 智库”产教融合

共同体，汇聚产教资源，建设实训基地等，将大数据先进信息技

术，融入到教育教学实践，重点提升学校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群

建设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增强学校

服务社会的能力。通过“产业需求导向的实训基地建设 + 数字化

技术赋能 + 共享化资源平台 + 政策机制保障”，将实训基地打造

为区域性技术转化与创新枢纽。实现以企业需求驱动技术创新、

以教学成果反哺行业标准、以共享生态扩大技术辐射，为职业教

育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范例。[3]

（三）人才定向输送与就业服务

构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生态，为区域经济发展提

供了稳定的人力资源保障，同时与企业签订定向培养协议，构建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充

分发挥校企双方人才培养中的优势，大力提升职业教育社会服务

能力，不断创新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立稳定的校企共建实习就

业基地，更好的为行业、企业培养高素质职业人才。同时，引入

“双选会 + 企业导师”机制，企业技术骨干参与毕业设计指导，缩

短学生岗位适应周期。[4]

（四）社会服务与区域产业赋能

高校作为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核心主体，其教

育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深度融合，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关键引擎。通过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产业赋能，助

力社会服务升级和区域产业转型，通过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和技

术进步相适应，为本地企业提供技术培训与咨询服务，促进企业

提高生产服务水平和员工整体素质，形成长效的人力资源储备，

更多的参与到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好的创造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反哺教学设备更新与科研项目经费。最终实现社会服务

精准化、产业升级可持续化与区域发展均衡化。

四、成效分析与优化建议

（一）成效分析

基于新疆职业院校大数据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四维路径”

实践，在人才培养、技术转化、就业服务及社会赋能等领域取得

显著成效。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方面，校企共建课程体系显著增

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通过 “岗课赛证” 融通课程的

学生中，使学生岗位匹配率的到优化，技能认证覆盖率扩大。技

术转化平台建设推动了校企联合研发成果、创新资源向产业效能

的转化，人才定向输送有效缓解区域人才缺口。通过“校企双导

师制”和定向培养协议，使产业链 - 教育链衔接增强。社会服务

赋能实现了教育链与产业链的良性互动。实训基地累计开展企业

技术培训，覆盖中小企业，推动家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基础能力

建设。[5]

（二）现存问题

尽管取得阶段性成效，实训基地服务区域经济仍面临深层挑

战。高技能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产教资源整合深度不足，

企业技术标准与教学内容动态更新滞后，校企合作深度与协同效

率有待提升。企业参与课程开发的主动性依赖政策驱动，缺乏长

效利益共享机制，导致部分共建课程出现“企业案例陈旧化”、

“技术标准滞后化”问题。技术转化生态尚未健全，产学研合作

多停留于协议层面，缺乏市场化运作机制、边远县区覆盖不足。

社会服务的区域覆盖不均衡。目前服务集中于乌鲁木齐，对克拉

玛依、哈密、喀什等数据中心节点的中小企业技术培训覆盖率不

足，针对县域数字经济园区的定制化服务方案匮乏，未能充分响

应 “数字新疆”建设中“全域协同”的战略要求。[6]

（三）优化建议

针对现存问题，需从“精准供给、深度协同、全域赋能”三

个维度优化路径。构建“需求响应型”动态调整机制，强化校企

协同敏捷性，建立“企业技术动态反馈—院校课程即时更新”双

向通道，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开展“双元育人”模式，创新校企

协同治理机制。建立“产业需求清单 - 校企合作项目库 -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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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台账”动态对接系统，设立区域性技术转化基金，激励企业

深度参与课程开发与实训基地运营。深化“中心 - 边缘”协同发

展模式，组建由企业家、技术专家、职教名师构成的成果孵化团

队，实施“南疆大数据产教帮扶计划”，推动形成产业发展有支

撑、区域协同有载体、民生服务有温度的产教融合新生态。[7-8]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作为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枢纽，能够有

效破解新疆大数据产业发展中的人才供需错配、技术转化低效等

核心问题。通过“岗课赛证”融通课程体系，实现了人才培养与

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依托“产业 + 教育 + 智库”共同体，推动

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的深度耦合；借助定向培养与社会服务，

构建了“人才供给—技术赋能—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实训基

地在人才培养质量、技术转化效能、就业服务精度及社会辐射能

力等方面成效显著，为西部职业教育服务“东数西算”等国家战

略提供理论参考。 [9]

（二）展望 

面对“数字新疆”建设的深化推进与西部大数据产业的迭代

升级，未来研究需深化产教融合制度创新。探索建立政府引导、

企业主导、院校主体的多元共治机制，构建“产业需求实时响

应 — 教育资源动态配置 — 技术成果双向转化”的智慧化产教融

合生态，破解校企合作“浅层对接”难题。同时强化跨区域协同

赋能。联合西部职业院校、行业协会及龙头企业组建“产业职教

集团”，推动人才培养标准、技术服务资源与产业政策的跨区域

共享，助力解决西部大数据产业发展不均衡问题。最后拓展社会

服务维度。将实训基地功能从技术培训、人才输送向，开发面向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字化科普课程，探索“产教融合 + 乡村振

兴”“产教融合 + 文化传承”的特色路径，让职业教育发展成果更

广泛惠及区域民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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