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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智时代，统计学作为数据分析的核心工具，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因此，在产教融合视域下，培养适应

社会与经济发展需求的、具备高素质的统计学人才已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本文针对地方应用型高校

统计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结合我校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旨在从顶层设计、构建交叉融合的立体化教学平

台、强化学生的创新和应用能力、课程思政建设、师资队伍培养等方面进行回顾，以期为同类高校的统

计学研究生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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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statistics, as the core tool of data analysi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refo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statistical talents who adapt to the nee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new er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i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statistics at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combining our university’s many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iming to review from the top-level design, building a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plat-
form with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trengthen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capa-
bil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teaching staff,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statistics at simila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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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 1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1]。产教融合的两端是产业体系与教育体系，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的交汇点，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2]。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应用型高校主动转型升级发展的需要[3]。地方应

用型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关键一环，肩负着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双重使命。深化

产教融合，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更在实践中展现出显著价值。随着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应用型高校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从融合模式、实施路径、校企合作、师资建设、课程思政、开展实践教学

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多方面探索产教融合视域下培养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3]-
[6]。 

统计学，作为理学门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地方应用型高校中扮演着交叉学科的关键角色。它不

仅是数学的应用，也是工程、商业、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不可或缺的工具。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统计

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持续深化，不断衍生出新的研究方向和应用领域。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数据

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对能够进行复杂数据分析的高素质复合型特别是拔尖创新型统计

学专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而研究生教育在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特别是拔尖创新型统计学人才方面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7]。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教育、科技、人

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8]。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

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必须

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9]。因此，不断探索和优化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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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提升统计学研究生培养质量，对于实现教育目标、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国家竞争

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目前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统计学专门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统计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尚

有差距，围绕缺乏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应用导向，理论与实践脱节，与行业、产业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应

用案例和数据实践，师资力量不足、师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0]-[16]，但关

于产教融合视域下统计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研究目前尚少。 
本文结合我校统计学研究生培养的多年探索与实践，旨在全面梳理产教融合视域下地方应用型高校

统计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经验和做法，以期为同类高校统计学研究生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和启发。 

2.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2.1. 顶层设计 

2.1.1. 学校层面：产教融合、制度保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作为上海市“高水平地方应用型高校”试点建设单位，早在建校初期，借鉴加

拿大滑铁卢大学合作教育的产教融合理念，率先在我国进行了合作教育试点，构建并推进了具有特色的

“一年三学期，工学交替”的产学合作教育模式。后经过“八五”、“九五”试点、至 2004 年始，进入

全面推广阶段。近年来，学校传承“产学合作、工学交替”基因，依托现代产业办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办学宗旨，以现代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学科群、专业群对接产业链和技术链，以产学研战略联盟为

平台，与行业、企业共同构建了协同办学、协同育人、协同创新的“三协同”模式、“一年三学期，工学

交替”的产学合作教育模式，助力学校成为培养优秀工程师和工程服务人才的摇篮。近年来，学校陆续

出台系列管理办法及实施意见(见表 1)以加快推进新时代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Table 1. Series document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表 1.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系列文件 

文件编号 文件名称 

沪工程人〔2023〕50 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实施办法》 

沪工程研〔2021〕32 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沪工程研〔2021〕40 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科建设动态调整管理办法》 

沪工程研〔2021〕33 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位点布局优化及层次提升方案》 

沪工程科〔2022〕12 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职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 

沪工程委〔2021〕86 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关于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意见》 

2.1.2. 学院层面：明晰厚基础、重实践、强交叉的定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数理与统计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 1978 年的基础教学部，1995 年为适应学校发展，

更名为基础教学学院，2017 年为全面深化学校综合改革，进一步提升数学、物理学和统计学等一级学科

的学科建设水平，更好地支撑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更名为数理与统计学院。学院

始终秉持“提升基础教学质量为立院之本，强化理工交叉融合为强院之路”的发展理念，不断深化 OBE
产出导向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强化实践育人环

节，健全质量保障机制，以学生为中心，基于产教融合理念培养具有理工交叉背景的工程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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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具体举措及实施路径 

2.2.1. 紧贴产业需求，优化统计学学科布局 
学院统计学学科始终围绕国家大数据战略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大数据分析、金融统计、人工智

能等领域培养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高素质复合型统计学专门人才。2015 年自设商务统计学二级学科，2020
年获批增列统计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填补了我校理学类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空白，学科布局进一步优

化。本学科注重与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传承应用统计学研

究优势，形成应用统计、数理统计和金融统计三个稳定的优势特色研究方向和应用数学与计算科学(自设)
研究方向，为国家和上海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供重要的统计与决策咨询、风险评估与预测等服

务。2021 年起与马来西亚双威大学(Sunway University)联合培养数学科学博士研究生。 

2.2.2. 夯实理论基础，构建交叉融合的立体化教学平台 
学院统计学学科坚持服务行业需求，结合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和特色，构建学生应具备的能力框架，

以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需求。遵循逆向设计、正向实施的原则，建立课程体系与学位要求对应矩阵、

课程目标与学位要求对照关系。开设学位基础课程，体现扎实的基础理论需求；开设学位专业课程，体

现统计学特色需求；开设非学位选修课程，体现跨学科交叉、宽口径培养需求；开设实践教学课程，体

现学科实践和应用需求；开设与企业合作的校企定制班课程，体现学科与产业的对接需求；开设国际联

合课程，体现学科国际化战略需求；开设线上线下混合课程，体现数智时代需求。 

2.2.3. 突出实践导向，强化学生的创新和应用能力 
(一) 校企共建产学研实践平台 
学院统计学学科注重产学研合作，股份参与建设上海市心脑血管非编码 RNA 成药性前沿科学研究

基地(培育)，与上海金仕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十余家金融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企业及国家统计局松

江调查队和松江统计局等政府部门签署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校企(政)共建产学研实践基地、联合创新实

验室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工作室等。通过校企协同育人，实现课程目标与职业发展对应，课程内容与产

业需求对接，课程资源与企业资源共享，课程评价与企业反馈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学位论

文校企双导师共同指导，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企业创新发展共促和追踪监督与企业共同参与的高素质复

合型统计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 
(二) 构建“课程–项目–竞赛–企业家进课堂–创新创业实践”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课程是指通过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实践实训、创新创业课程和学科交叉课程等打造和建设全方位的课

程创新创业实践，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 
项目是指依托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中国高

校产学研创新基金等开展多系列项目创新实践，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 
竞赛是指构建以组织管理、指导团队、课程资源、专家讲座、社团活动、校内竞赛为一体的立体化

学科竞赛实践平台，通过打造学科竞赛矩阵，组织开展学科类和创新创业类竞赛实践，培养研究生的创

新思维意识，提升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 
企业家进课堂是指定期组织学术讲座和技术交流活动，邀请业界专家和学者进课堂分享行业动态和

技术发展。业界专家的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为研究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有助于研究生形成全面的创

新思维模式，分享的成功案例和创业经验可以启发研究生的创新思维，激发研究生的创业激情。 
创新创业实践是指以科研成果转化为主以及自由创业的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锻炼研究生的创新创

业实践能力。依托校企联合共建应用创新实验室、创业(产业)学院和国家大学园区等打造多层次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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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三) 科研反哺教学，促进科教融合育人 
学院统计学学科专任教师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动态引入课堂，使研究生能够了解和学习统计学领域

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通过案例教学和实际应用场景，让研究生体验科研工

作的过程、挑战及应用价值，深入地了解统计学学科领域，提高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科研课题具有前

沿性和创新性，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复

合型统计学专门人才。 

2.2.4. 融入课程思政，实现价值引领 
学院成立数理基础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制定《数理与统计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实施管理办法(试行)》，

探索和实践“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协同配合、校院两级管理”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体系，

构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制度保障、组织管理、师资队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和示范引

领的七位一体课程思政育人体系，集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课、公共基础课、选修课、社会实践课为一

体的思政教育课程体系。依托产教融合实习实践基地，联合创新实验室、联合工作室等组建多元化教师

团队，包含竞赛导师、企业导师、专业教师、实训教师、退休教师等共同参与研究生的思政教育。将核心

价值观、社会责任、职业道德、企业公民意识、数字公民意识、企业文化和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融入课

程思政案例库，实现课程思政案例库全覆盖。通过线上线下、校内校外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学校和企业

双主体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2.2.5. 师资队伍建设 
(一) 优化师资结构，校企合作，建设高素质的教科研团队 
学院实施“人才强院”战略，积极拓宽教师引进渠道，转变师资引进标准。聘请行业企业资深专家、

技术骨干、高技能人才和管理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同时定期选派专任教师到行业企业接受培训、挂职工

作和实践锻炼。通过“引培并举”，建成以国务院津贴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上海市育才奖和上海

市青年扬帆计划等为带头人的国家级–省部级–校级人才梯队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包括 52 名硕士生

导师(校外兼职 38 人)。统计学学科教师研究方向聚焦，组建数学理论研究、应用统计优化、智能计算应

用和数字医疗创新等学科团队，职称、年龄及学缘结构合理。 
(二) 建立健全师资培训相关机制 
学院成立教师发展数理分中心，与企业合作开展师资培训班，探索“教发分中心+校企培训班”师资

培训模式。该模式整合校内外资源平台，包括教学资源、行业资源和企业资源，推动课程内容与教学方

法的改革以适应新时代教育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教师发展路径，培养教师解决企业实际应用的技能，提

升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促进知识和技能的实时更新，确保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促

进教师之间以及与行业伙伴的合作，共同开展研究项目。教师可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企业也

可以通过研究成果提升自身竞争力。 

3. 主要成效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学院统计学学科在研究生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方面成果丰硕。具体如下： 
一、我校统计学学科成功进入由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3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榜单，位居全国前 30%。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薪酬水平居全国前 50 强(2023 年全国高校毕业

生薪酬排行榜 TOP100)。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创新能力等 12 项核心职业能力满意度均超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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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来，我校统计学学科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 余项以及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上海

市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和上海市青年扬帆计划等 10 余项省部级等重要科研课题。荣获上

海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合作) 2 项、三等奖 1 项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合作) 1 项。公开发表科研论

文 21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0 余篇(中科院二区及以上论文 40 余篇)，北大核心/CSSCI/CSCD 核心期刊

论文 50 余篇。 
三、近年来，我校统计学学科教师与人工智能、数智医疗、社会保障、金融科技和工业可靠性等领

域企业开展联合研究课题 20 余项，其中“关联账户分析技术研究与应用实践”课题获 ITRDC2022 年行

业共研课题优秀奖。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30 余项，推动了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为研究生从事学术

研究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实践平台。 
四、近年来，我校统计学学科组织研究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全国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53 项和三等奖 54

项以及上海市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3 项和三等奖 4 项。特别地，统计学研究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

与分析大赛(研究生组)获奖总数位居上海高校第一(2022~2024)。获“正大杯”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

查与分析大赛(研究生组)全国一等奖 2 项，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获首届“上证杯”上海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人工智能、科技金融”赛道复赛一等奖和三等奖各 1 项。获“东证期货杯”第一届上海高校金融科

技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三等奖 1 项。首次参加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第七届)荣获(华东赛

区)二等奖 2 项和三等奖 7 项。获“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优秀组织奖”，“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

析大赛最佳院校组织奖”等。 
五、统计学学科教师先后获批教改项目 6 项、教材建设 1 项、课程建设 20 项(含课程思政项目)、科

教融汇课程建设 1 项、校级精品课程 5 项，实现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全覆盖。连续举办七届统计与运筹

青年学者暨研究生学术论坛以及两届最优化与统计及其应用国际会议。 

4. 结语 

综上，我校统计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系列教材、课程师资和实训平台等紧随产

业发展，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创新，确保教育与产业同步发展。这

不仅促进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的合作共赢，而且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新质生产力人才的需

求日益增长，统计学学科产教融合不仅将在广度上扩展，更需在深度和品质上进行升级，以培养出能够

适应未来挑战的高素质复合型统计学专门人才。 

基金项目 

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No. 2022IT090)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No. 23XSZ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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