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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一流专业人才培养的校企融通创新改革与实践
李孟歆 侯静 张颖 许可

沈阳建筑大学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中国·辽宁沈阳

深入研究沈阳建筑大学现有工科一流专业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探讨跨学科培养整体设计理念，形成开放式、多维度
培养过程。针对融通创新理念下的导师联合团队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开展研究，以期为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同时，在解决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之间供需匹配中，使资源最优化，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新的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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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未来数十年里，人工智能（AI）有可能极大地改变

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加快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推动

AI产业发展，是占领未来科技和人才竞争制高点、加快建

成中国 AI领域自主创新“高地”的必然之路。高校在 AI

领域的基础科研攻关与高端人才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9年 5月，习近平在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

中明确提出，教育的重要使命是“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

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2020年 1月 2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文件，

指出要依托“双一流”建设，深化人工智能内涵，构建基础

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 +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

探索深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提升人工

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水平，为中国抢占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引

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提供更加充分的人才支撑。2020

年４月 28日，习近平同志在陕西考察调研时强调，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创新引领驱动，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

现象”。

高校的教育作为创新能力培养的“人才蓄水池”，面

临着AI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刚刚起步，AI领域人才供求失衡、

高质量师资匮乏、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尚不健全等诸多问题。

当下高校 AI人才培养的相对滞后与 AI产业的蓬勃发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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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呈现倒挂现象，因而，构建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同人

才培养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就显得十分迫切。

2 融通创新理念

融通创新是一个新概念。科技部创新发展司陈敬全等

给出相关定义：融通创新是指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

合，创新链不同环节彻底打通，各类创新主体、创新载体之

间高效协同、相互融合形成创新共同体的新型创新模式。上

述定义是从科技政策制定者，或是科技管理角度界定的。在

科学研究和实践中，融通创新是由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的

相关企业、高校、研究院所、政府等创新主体组成的，为创造、

使用、转让和保护知识、技术、商业秘密、新产品而构建的

知识相互融合贯通的创新共同体网络，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

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融通创新群体内所有成员接受和理解其他成员的

知识，并以对方知识作为一种参照系提升自我，实现群体内

知识互融共通，提高知识供给和需求质量，减少错误和无效

知识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

更高水平上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

3 校企融通创新的改革与实施

①将智能化综合融入培养方案，构建基于学科交叉融

合的弹性培养体系。课程设置的整合体现人工智能领域多学

科多专业融合的特点，采用模式为“广泛专业知识面 +专

业能力 +信息控制能力”旨在培养基础广博、潜能多样、

思维宽广的复合卓越人才。探索科技竞赛与科研训练的有机

联系，带动创新素质的提升。建立科研训练与科技竞赛备赛

活动紧密结合的互补机制；结合科技竞赛的特点和实施方

式，研究通过科研项目促进科技竞赛水平的合理途径，全方

位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

②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打造高水平的

联合导师团队。打破“个人培养制度”的传统指导模式，探

索优势互补模式，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主体高水平双

师双能型导师团队加入科研训练指导。建立“校内多学科学

术导师组 基地实践导师 管理人员”多导师联合指导的

AI领域人才培养新模式，提高学生解决多学科交叉重要问

题的能力。

③建立“浸润式”多元化人才培养融通创新实践平台。

加强与校外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促进科教协同，产学结

合，推动科研优势资源、行业优质资源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积极推进融通创新实践平台的建立。采用以问题为导向、以

用户为核心、以项目为载体，采用“浸润式”的协同工作模式，

多主体参与到融通创新工程实践中。其次，针对企业 AI关

键技术问题，合作组建 AI联合实验室，实现 AI关键技术

问题攻关、项目孵化、成果转化和 AI人才培养。此外，结

合多学科不同专题，利用多渠道实践创新活动，建设形式多

样的创新基地，积极搭建校内创新实践平台。

④优化和完善学生考核评价机制。从创新研究能力、

实践能力等共同构建综合评估标准，寻求合理的权值和联

系，以准确体现学生的状态和特点。分析和确定学生科研素

质及能力的评价内容，实现各级指标的分级量化。

4 结语

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

引入了融通创新的理念，以高校的视角，与企业、科研院所

联合构建 AI领域多元主体融通创新新工科人才培养理论，

积极构建校企、校所人才培养新体系，深入研究工程教育实

践教学要素、结构及运行等问题，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形成可供同类院校借鉴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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