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数字福州”规划中的大数据人才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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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人才是“数字城市”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数字福州”建设和运维的主要承载者，也是

“数字福州”能够实现预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在大数据人才总体稀缺的情况下，通过对外引进、对内培

养，构建起大数据人才的储备机制是加快“数字福州”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福州市推进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 ( 2018－2020 年) 》的必然要求。联系“数字福州”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部署，观察和思考微软创新学院与阿

里巴巴大数据学院建设现状，探索“数字福州”产教深度融合发展的大数据人才培养机制，对助推三年行动计划目

标的实现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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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城市”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产

物，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主题。 “数字福州”的建

设始于 2000 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作出的建

设“数字福建”的重要决策。经过近二十年的努

力，福州在城市信息化领域取得骄人成绩。2018 年

6 月，福 州 市 委 市 政 府 立 足 新 的 历 史 起 点，根 据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福建省 “十三五”数

字福建专项规划》，出台了《“数字福州”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 ( 2018－2020 年) 》，明确 “数字福州”的

发展新定位为“将福州打造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示范

城市、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本的排头兵”［1］，并印

发《福州市推进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 2018－

2020 年) 》，对福州大数据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出了

具体的新要求。

一、“数字福州”建设面临的大数据人才队伍

问题

大数据人才队伍是 “数字福州”建设工作的重

要执行力量。要实现 “数字福州”的愿景，达成福

州市委市政府的目标，需要建设一支有力的大数据

人才队伍。目前福州市在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上面

临着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 一) “数字福州”涉及领域多，大数据人才需

求多样化

“数字城市”须通过全球定位系统 ( GPS) 、地

理信息系统 ( GIS) 、遥感信息系统 ( ＲS) 等，利用

计算机多媒体和虚拟仿真等现代科学技术，对城市

基础设施和与生产生活发展相关的各方面要素进行

多主体、多层面、全方位的三维信息化处理，在城

市地理、资源、环境、人口、生态、经济、社会等

方面进行数字化、网络化管理。《“数字福州”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 2018－2020 年) 》立足福州自身基

础与优势，提出了 “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 “推

动数字产业化快速发展” “加快新兴信息技术产业

化”等目标，涉及“工业高端软件” “安全信息研

592019 年第 4 期 包良烨: 论“数字福州”规划中的大数据人才培养机制

DOI:10.19473/j.cnki.1008-4940.2019.04.015



发”“新兴信息技术产业化”“人工智能研发”“区

块链新兴产业”等众多领域。这些领域关联的大数

据技术各有特点，构成了集大数据通用基础、重点

行业大数据、 “大数据+关联产业”、大数据支撑服

务等于一体的大数据生态体系，凸显了 “数字福

州”对大数据人才多样化的渴求。

( 二) 时间跨度短，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任务急

《“数字福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 2018－2020

年) 》中提出要在现有基础上，于 2018 年底基本

完成“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工作，构建一体化

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大幅提升电子政务、数字经

济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于 2019 年，推动数字经济产

业形成数据资源汇聚共享和开放开发的格局，显著

提高电子政务、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于 2020 年，实

现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4 000 亿元，年均增长超 20%，

占 GDP 比重将达到 45%以上，基本实现 “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格局［1］。目前，随着数字福

建 ( 长乐) 产业园建设的推进，物联网、云计算、

健康医疗、电子商务、地理信息、VＲ 等重点大数据

产业不断集聚福州。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东南大

数据产业园共对接项目 280 项，落地 148 项; 注册

企业 179 家，注册总资本 210 多亿元; 园区研发楼

一期已入驻各类企业 71 家［2］，福州对大数据人才的

需求越来越旺盛。然而，福州大数据基础相对薄弱，

大数据技术研发队伍不整齐，研发能力和核心技术

不强，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建设不足，大数据高端

人才紧缺，并且缺口较大。因此，建设大数据人才

队伍成为实现“数字福州”建设三年计划蓝图的当

务之急。

( 三) 区域竞争激烈，大数据人才引进难

据专家估测， “未来五年，中国大数据人才需

求至少为 100 万人，而目前已有的大数据人才尚不

足 10 万”［3］。虽然近两年大数据人才培养工作得到

多方面重视，但相关人才仍然供不应求。在对人才

的吸引力方面，尽管福州的数字经济建设在国内名

列前茅，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 “互联网+”

数字经济指数 ( 2017) 》报告，福建的数字经济指数

名列全国第九，但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毗邻的

江浙一带相比，福州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相对偏

低［4］。对百度百聘上的各地大数据人才相同岗位的

招聘情况进行对比后发现: 深圳企业对大数据开发

工程师、产品经理两个岗位开出的薪酬分别是18 000

元～35 000元 /月和25 000 元 /月以上; 浙江企业开出

的薪酬分别是15 000元～30 000元 /月和25 000元 /月以

上; 福州企业开出的薪酬仅有8 000 元～12 000元 /月

和12 000 元～20 000元 /月。待遇上的差距，使福州

在大数据人才的竞争方面，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竞争

上居于劣势。

二、“数字福州”的大数据人才培养机制

“数字福州”的大数据人才培养围绕 “打造产

学研用有机结合、上下游企业相互衔接的大数据产

业链，促进形成若干引领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企业集

群、院校 ( 所) 群体、产业基金群体”开展，提出

“以‘不求拥有，但求所用; 一旦拥有，留人留心’

的原则，引进大数据领军人才，鼓励高等院校开展

数据科学和大数据专业学历学位教育，鼓励社会培

训机构开展大数据从业人员培训，输送大数据产业

技术大军”［5］。

( 一) 构建有效机制，提升政策红利，着力引

进高端人才

为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福州市先后共出台 10

项 49 条扶持政策措施。其中关于加快大数据发展方

面的措施有 3 条，关于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措施有 7

条，这些政策措施为不同类型的高端人才提供高达

25 万～200 万元的现金奖励及面积为 90m2 ～160m2的

人才公寓。福州市有关部门还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

吸引引 进 人 才 和 高 校 毕 业 生 来 榕 落 户 的 五 条 措

施》［6］，吸引人才来福州落户。在此基础上，《“数

字福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 2018－2020 年) 》中再

次强调落实人才认定、创新资助、创业扶持、税收

优惠、安家补贴、住房保障、就医优诊等政策。鼓

励有关部门对特别重要的行业领军人才，按照 “一

事一议”原则制定特殊人才引进试点政策。 《福州

市推进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 2018－2020 年) 》

中提出完成 “引进高端人才 100 名，培训 3 万名大

数据人才、3 万名大数据从业者，普及 3 万人大数

据知识”“建设国内大数据相关研究院，国内大院

大所落地 6 个，军民融合研究机构 1 个，企业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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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创新中心 10 个”的目标［7］，并据此制定大数据

人才培养和引进方案、实施办法，从政策机制上为

大数据人才引进工作奠定基础。

( 二) “产学研用”联动，实现大数据人才的梯

次培养

福州大数据人才工程由福州市人社局、教育局、

大数据办牵头建设。

1． 以福州大学为依托建立数字中国研究院，承

接中央网信办等国家部委下达给专家委的项目和课

题，打造“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新型国家研究机

构，可为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全面高水平的专

家咨询和专业学术支撑。

2． 建立清华－福州数据技术研究院，借力清华

底蕴打造福州顶级大数据智库、大数据研究基地、

大数据人才培养基地与各类大数据中心。通过研究

院进行技术创新，制定行业标准和地方相关政策，

研发转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培养一批大数据高端

人才。

3． 与中国科学院、福建省政府共建中国科学院

大学福建学院，统筹中科院海西创新研究院的人才、

科研经费、科研装备、创新平台、园区等资源，为

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夯实学院教学实验平台，完善

学院基础设施。通过科教融合，把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以及双创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4． 校企合作，依托福州市职业技术学院，联合

微软、阿里巴巴等著名企业，引入微软创新学院，

创办福职·阿里巴巴大数据学院，有效开展大数据

人才培养，为福州市创新城市建设提供大数据人才

支撑。

通过四种不同培养模式的互补作用，建立一个

梯次分明、各有侧重的大数据人才培养机制，构建

福州市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工程 “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的大格局。

三、福职·阿里巴巴大数据学院与微软创新学

院的大数据人才培养规划与愿景

福职·阿里巴巴大数据学院是福州引入高端企

业联合本地高职校院培养急需大数据人才的重要尝

试。微软创新学院是《“数字福州”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 ( 2018－2020 年) 》中本土大数据人才培养计

划的重要一环。生于福建、长于福建、学于福建的

大数据人才更易融入 “数字福州”和 “数字福建”

的建设中，是“数字福州”建设的中坚力量。

( 一) 福 职·阿 里 巴 巴 大 数 据 学 院 人 才 培 养

模式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与阿里巴巴集团、慧科集团

三方强强合作开展人才培养，三方于 2017 年 4 月签

订了具体合作协议，同年 5 月，全国第一所面向技

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大数据学院———福职·阿里巴

巴大数据学院在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挂牌成立。

据了解，近年来福州地区许多高校也相继开设

了大数据相关专业，但多数是对原有的计算机类专

业做了相应的课程调整，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

部分跟大数据有关的课程，大多数专业缺乏与行业

相匹配的培训课程，学生从学校毕业后不容易找到

一份理想的工作，而大多数企业在招聘大数据专业

人才时，也发现许多应届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并不

能满足其相关岗位需求，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于学生在大学阶段的理论学习与社会实际需求相

脱节。部分高校虽然与企业开展校企合作，但在教

学内容中未安排岗位所需的课程体系，导致学生所

学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不匹配，所谓的校企合作流

于形式。

众所周知，阿里巴巴集团是国内乃至国际领军

的互联网企业，慧科教育是国内前沿科技领域综合

教育解决方案的提供商，福职·阿里巴巴大数据学

院在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上，坚持校企双主体的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新型校企合作模式，实现三方优

质教育资源共享，创立高校与行业领先企业联合培

养人才的新机制。学院适应新时代对大数据产业的

要求，以互联网应用技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为核心，

开设了阿里大数据方向、阿里云计算、阿里人工智

能、物联网工程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 ( 云安全) 、

虚拟现实 ( VＲ) 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 7 个专

业，每年计划招生数约 800 人，至 2019 年在校生规

模将达到 2 300 人左右。学院运用 “基地、招生、

教学、科研、就业”五位一体的办学模式，面向企

业实施“订单培养”，在师资上采取校企合作教学

团队互兼互聘的运作模式。企业的工程师团队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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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专任教师融合成紧密型双师团队，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共同制定大数据和云计算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科学制定课程体系与课程标准，研发网络教学资源，

开发专业核心课程; 共同进行专业核心课程教学与

交流，开展综合性实习实训; 校企共同承办国家和

省内大数据职业技能大赛，承担选手选拔、培训等

任务。通过开展深度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VＲ 技术等专业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福州市及福建省前沿大数据信

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 合作共建福州阿里云学院。校企共建云计算

和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基地，主要为包含阿里云计算

公司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相关企业培养具备提供云

计算解决方案、云端软件架构设计、移动云应用产

品设计等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阿里云计算公司、

慧科集团与学院共同制定云计算应用技术专业培养

计划，提供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方案，并根据学院

的需要派出师资团队参与学院的专业教学，帮助学

院不断调整完善云计算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学校与

阿里云计算公司共建云计算联合实验室，引入阿里

云在线学习课程资源、阿里云真实场景的学习空间、

阿里公共云工程实习平台，向学员提供云计算和大

数据项目实训资源和公司实际工程案例; 阿里云学

院为高职学生提供阿里云 ACF 专业认证培训和考试

等服务，开展相应的职业技能认证，推进 “学历毕

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双证融通，促进学生就

业 。

2． 合作共建福州阿里云双创培训基地。创新创

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构建立体

化的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中的重要环节。阿里云学院充分利用阿里巴巴丰富

的线上线下资源和创新创业服务能力，建设阿里云

双创培训基地，着力打造以阿里系有关的技术培训

体系与学生创业文化课程相互融合的创新创业课程，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福州阿里云双创培训基地

在为学员开展云计算资源与上云培训的同时，还提

供创投对接、创业指导、开发组件、分发推广指导

等软性服务和云服务资源的系列创业扶持，提供创

业资金、办公配套等硬件资源; 阿里云双创培训基

地作为学院的实训基地，对已经通过 ACP 专业认证

的部分学员提供到阿里巴巴集团实习的岗位; 推动

开展创新创业、云计算竞赛，共同进行创新创业的

研发和孵化相关工作，培育高水平创新创业教育成

果，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为学生搭建成长成

才的平台。

3． 建设智慧校园云服务平台。福州职业技术学

院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构建一个私有云和公有云相

结合的混合云，建立基于云架构下的智慧校园解决

方案，紧紧围绕 “教育云”虚拟云终端系统，通过

整合阿里云邮箱、云盘、互动教室、移动云办公、

直播课堂、智慧教学等一系列校务管理系统和应用

资源，搭建私有云，实现终端以及数据中心的云化。

该平台建设旨在利用先进的云计算技术，帮助师生

便捷完成交互式网络学习，管理并搜索所需的教学

资源，协同完成课堂教案制作、学习评测、网络教

学、课程点播和教研活动，通过移动端为学校教职

工提供移动校务管理服务，为学生提供社区公寓管

理、教学日历管理、移动设备支持等多项全方位的

云服务。云平台建设目标主要包括: 利用云计算技

术对教学、科研、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和数

据进行快速整合处理，确保访问快捷、可靠; 建立

高速、安全、完善的容灾备份机制和数据安全防护;

引入故障预警和预警处理的描述，定量分析可靠性

的变化; 提供数据弹性计算、自动扩充存储空间功

能; 提供高效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数据展现工

具，辅助决策分析。

4． 打造融合大数据中心。中心将采用目前国际

上成熟先进的超融合加虚拟化技术对接融合学校已

有的多个系统，兼容不同数据库中的数据，形成一

套符合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统一高效的数据访问平

台，切实简化数据访问流程，实现学校多个部门的

资源共享。中心将通过语义分析、场景引导等方式，

屏蔽技术逻辑，突破数据壁垒，大大降低大数据使

用门槛，让全校教职员工更加便捷地使用数据，切

实解决教学研究人员使用数据不够熟练的问题。中

心通过融合，充分利用各类丰富的数据，打破各部

89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19 年第 4 期



门的数据孤岛，能够做到及时响应，快速便捷地开

展数据分析和验证，提供各类所需数据探索的平台

和途径。同时，阿里巴巴集团也将积极协助学校建

设云计算专用实习实训室，提供设备与技术支持，

定期派出专业的技术工程师到校开展相关科研项目

研讨和科研攻关活动。

( 二) 微软创新学院大数据人才培养布局

微软创新学院于 2018 年 5 月开始筹备，是中国

首个微软创新学院。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与福建新东

湖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伊登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积

极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共同成立了第三方运

营机构———福州东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位于

福州大数据企业云集的东湖数字小镇，在师资上采

取校企合作教学团队互兼互聘的运作模式，由企业

的工程师团队与学校专任教师组成紧密型双师团队，

计划三年内，为福州市培训 12 100 名大数据人才，

为福州创新城市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推动经济结构

调整与快速发展。

1． 引入微软先进培养模式与行业规范。微软创

新学院坚持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大数据

行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以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为原则，引入 “微软创新学院计划”和

“微软专业认证计划”，紧密结合福州市大数据人才

需求以及微软人才体系，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和实践

教学，帮助学生以及 IT 人员系统学习业界主流技

术，掌握实践技能，提升工作应用能力。

2． 分类培养大数据人才。一般来说，在高校人

才培养中，由于学生很难接触到真实环境下的大数

据，缺少实操经验，要培养出实用型的大数据人才有

一定难度。区别于福职·阿里巴巴大数据学院主要培

养在校生的做法，微软创新学院的培养对象主要是社

会、高校和企业人员，在培养方向上分为数据分析

师、数据工程师、数据科学家三类，微软创新学院根

据不同培养方向设置符合行业规范的培训课程。在培

训方式上，引入微软认证培训机制，采用线上教学与

线下理论学习、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对学员进行培

训，构建完整的大数据人才培训体系。

3． 推动大数据相关技能认证。为保证大数据人

才的质量，微软创新学院在考核机制上，推行微软

全球 统 一 的 专 业 技 术 认 证 考 试， 以 微 软 MOS、

MTA、MCP、MCSA 或 MCSE、MPP 等企业认同的

具备含金量的认证证书作为学员培训合格证明，制

定相应的资格标准，开展职业技术技能鉴定，协助

政府人社部门针对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

的大数据人才建立职业技能认证制度，使培训出来

的大数据人才能够迅速在 “数字福州”建设中找到

合适岗位。

“数字福州”规划中的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工

程环环相扣，福州各高校作为人才培育的主要阵地，

应该立足前沿，面向社会需求，承担起党和政府赋

予的职责，校企联合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融入

“产学研用”的人才培养新格局中，为地区大数据

人才培养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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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ining Mechanism of Big－Data Talents
in“Digital Fuzhou”Planning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Microsoft Innovation Institute”
and“Alibaba Big Data Institute”

BAO Liang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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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data talents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digital cities”and the main carrier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intenance of“digital Fuzhou”． They ar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digital Fuzhou”
to achieve its expected development． Therefore，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verall scarcity of big－data talents，
how to introduce，cultivate and build a reserve mechanism for big － data talents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digital Fuzhou”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achieve the“Three－Year Action
Plan for Promoting Big Data Development in Fuzhou City ( 2018－2020) ”．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eployment of the
three－year action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Digital Fuzhou”，this paper will make case studi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Microsoft Innovation Institute”and“Alibaba Big Data Institute”to explore the training mechanism of big－data
talents in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Digital Fuzhou”． This will be positive and helpful
for achieving the goals of the three－year ac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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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mode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ainly includes three mode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project participation． However，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disconnected with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t present．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educational concept，cultivate a professional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staff，build a sound
curriculum system an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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