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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政产学研 
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以龙岩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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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构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是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新商科应用性专业人才

的重要举措。龙岩学院立足国家经济战略和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探索面向数字经济的具有激励相容和

内在驱动力的政产学研协同育人聚合机制和“共建、共管、共享”人才培养体系，着力解决政产学研

协同育人资源配置低效、多元主体协同不紧密、育人模式与机制不成熟、质量保障体系和监控评价体

系缺位、人才培养实践欠缺等突出问题。通过持续不断的实践探索，在满足数字经济及跨境电商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需求的同时，努力形成一套可推广至相关行业、更多高校、更多企业的多元

主体协同育人的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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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1

年，《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的意见》提出：“鼓励互联网企业在革命老区发

展运营中心、呼叫中心等业务”。龙岩是“中国

互联网精英之乡”，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独特、空

间广阔。2020 年，龙岩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跨

境电商试验区建设试点城市。然而，目前龙岩市

数字经济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理念滞后，目标定位

不清晰，人才培养方案与育人质量不高，与数字

经济(跨境电商)产业需求不匹配，迫切需要推进

商科人才培养变革。新商科建设是新文科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中迎

接数字经济的新商科专业人才培养新挑战的主

要抓手。深化产教融合、完善校政企合作模式、

构建政产学研多元协同育人机制，是培养一批具

有创新创业能力、跨界整合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

新商科专业人才的重要举措。目前，政产学研协

同育人存在资源配置低效、多元主体协同不紧

密、育人模式与机制不成熟、质量保障体系和监

控评价体系缺位、人才培养实践欠缺等问题，严

重制约着政产学研融合深度和育人质量。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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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龙岩学院立足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等

本科专业办学定位与特色，探索构建新商科政产

学研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共管、共享”人才培

养体系，以满足跨境电商产业人才需求、服务国

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并为应用型高校新商科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样本。 

    一、创新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政产学研协

同育人机制的基本思路 

    (一) 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人才特质的塑
造规格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商科人才可以界定

为掌握商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熟悉商业新技术、

具备商业新思维、具有较强创新创业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其本质属于应用型人才范畴。培养面向

数字经济的新商科人才，关键在于人才特质塑造

体现在四个“新”上：一是淬炼新思维。随着数

字化、智慧化时代的到来，知识更新迭代速度前

所未有，科技创新与商业盈利模式日新月异，技

术创新赋能传统商业给职业能力和能力跨界融

合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培养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

科人才，不仅是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数字经济知

识，更重要的是塑造和培养学生有效应对未来技

术革命的底层思维，使其能在面对条件不确定或

资产无形化时，运用商业新思维催生商业新模

式，将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财富、将不确定性转

化为确定性。二是厚植新理论。在数字经济背景

下，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不断改变和拓展传统商品生产经营

方式的属性和边界，经济运行内在逻辑和规律发

生着深刻变化，传统商业经济与管理理论已不能

完全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运用与

新商业经济相适应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运营管

理规则，培养面对数字经济的新商科人才，使其

能够在不断演化的新商业经济管理理论体系下

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三是掌握新工具。数字经

济时代，数据要素在价值创造体系中的地位愈加

凸显，企业运用新技术工具把海量的和常见的数

据信息资源开发和转化为具有财富价值的能力

成为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没有技术含量的商业

模式很难再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单纯的经营管理

者或单纯的技术工程师，也已不能适应“互联网

＋”背景下企业数字化生存的人才需求，必须在

管理与技术之间架起桥梁，加快培养既懂管理又

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使其成为未来新商科人才

的主力军。四是培养新能力。面对经济社会快速

变革的时代，学习和更新知识的能力比知识本身

更重要。创新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政产学研协

同育人机制，就是要培养学生具备可复合、可拓

展、可转换、可跨界、可更新的特质和潜力，掌

握在不确定情况下运用数字思维处理复杂问题

的步骤、程序和方法，提高其运用新技术、新工

具解决复杂经济管理问题的能力，以适应数字经

济发展的需要[1]。 

    (二) 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人才培养存在
的主要问题 

    依据新商科人才塑造特质，实现跨界融合是

新商科人才培养的关键。因此，在新商科人才培

养定位、人才知识与能力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方

式变革等各个方面，都要体现新技术、新工具与

传统商业业态的融合，以及不同行业、业态之间

的交叉和渗透。而要实现这些融合，政产学研多

元参与协同育人是新商科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式，

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是高校、政府、企业、行业

协会等合作建立行业学院或产业学院，通过校政

企共建共享的方式，开展新商科人才的培养[2]。

然而，从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具体实践看，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政产学研融合深度不够。目

前，随着产教融合不断深化，政产学研之间的联

系与互动有所加强，但是由于不同主体之间存在

着不同的资源禀赋，同时受各主体管理体制异同

和利益诉求存在“目标偏角”的制约，各方协同

发力不够，育人资源分散、稀缺、闲置和低效等

问题依然突出，难以在高素质、复合型、应用性

新商科人才培养上形成合力，政产学研用深度聚

合效应尚未显现。二是政产学研多元协同育人模

式与机制不成熟。政产学研协同共进的育人发展

格局尚不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和监控评价体系缺

位，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和权利缺乏有效的制度性

规范，模式单一、形式松散、动力不足，严重制

约着协同育人质效。三是高素质、应用型新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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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质量不高。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专业

人才培养规格和专业素质结构不适应数字经济

发展需求，专业课程内容体系跟不上产业变革步

伐，专业实践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欠缺，亟待通

过深化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来适应技术

革命与产业变革给新商科专业人才培养带来的

新要求。导致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

校政企协之间的利益联结不紧密、多元主体激励

相容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不尽科学[3]。 

    (三) 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政产学研协同
育人机制的创新路径 

    贯彻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突破传统

路径，顺应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针对政产学研

协同育人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国家战略和数字

经济发展新需求，以高质量建设数字经济(跨境电

商)现代产业学院为主要载体，推动育人要素与创

新资源共享互动。建立健全高校与相关部门、科

研院所、行业企业协同培养新商科人才的动力机

制，培养满足数字经济(跨境电商)发展需要的高

素质复合型人才。 

    1. 强化激励相容，创新构建面向数字经济的

政产学研协同育人驱动与聚合机制 

    以满足各方需求和利益为驱动与聚集机理，

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彼此相互依存、利益高度融

合的“命运共同体”式的资源管理平台，发挥各

主体特色和长处，优势互补，打造开放共赢的合

作模式，确保参与各主体从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

中共享、共赢，进而实现政产学研深度融合[4]。

政府立足区域产业升级需求，制定数字经济发展

政策，着力搭建产教融合平台，出台支持数字经

济(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的优惠政策，引导政产学

研深度融合和人才供需有效对接；数字经济(跨境

电商)行业协会(企业)深度参与所需人才培养规

格制定、教学标准和内容更新、实践实训基地建

设以及区域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制定；高校深度开

展数字经济人才需求调研，采取“反向设计、正

向实施”方式，围绕职业胜任力，引入职业资格

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核心技术标准、行业运营

规范、行业企业专家等，完善专业人才培养规格、

专业建设标准和核心课程标准，推动课程体系重

构与教学实施方式变革；用人单位及时反馈行业

需求和人才质量，以便政府不断优化教育资源并

有效实施人才供需宏观调控，高校根据反馈动态

改进提升育人质效。通过人才对接、科研与社会

服务等多维融合，实现政产学研用各方“战略认

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利益共赢”。见图 1。 

 

 

图 1  面向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的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育人驱动与聚合机制构建 

 

    2. 聚力落地实施，创新构建政产学研多元协

同的“共建、共管、共享”人才培养体系 

    在确立协同关系和构建激励相容机制框架

的前提下，创新高校、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

业等多元育人模式，从操作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

实施方式，推动开放式办学，强化协同育人效能，

明确参与主体的责任和权利，探索政产学研协同

育人组织架构和治理模式，确保政产学研协同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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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落地生根[5]。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在行业引领与政策支持方面，数字经济行业(企业)

高度参与政策制定与决策，确定数字经济(跨境电

商)行业发展方向与重点，政府给予产业政策与教

育资源支持；在人才规格升级方面，分解行业人

才能力素质要素，制定符合数字经济(跨境电商)

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重构教学内容体系，

优化调整实践环节设置；在产业学院治理方面，

完善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产业学院治理框架、运

行规则与实施机制，明确政府、行业、企业、高

校等各方权责利；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建立政

校企协间教师互聘兼职制度，深度开展“双师双

能型”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在实习实践创新方面，

实行校企“双选式”实践岗位匹配，数字经济(跨

境电商)产业学院和企业共同为学生提供“师徒

式”顶岗实习实训指导；在质量评价和保障方面，

构建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与监

控体系(包括指标、标准、流程等)，“高校+政府+

行业协会+企业”共同制定、执行、评估、监督

与反馈。见图 2。 

 

 

图 2  面向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的政产学研“共建、共管、共享”多元协同育人体系构建 

 

    二、创新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政产学研协

同育人机制的实践探索 

    龙岩是国务院确定的国家级跨境电商试验

区建设试点城市，但当地相对滞后于厦门等沿海

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对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人才

的吸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龙岩学院作为闽西唯

一一所本科高校，在当地数字经济(跨境电商)新

型人才培养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依托省级特色

专业—— 市场营销专业和省级创新创业改革试

点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以数字经济(跨

境电商)行业人才为培养对象，以数字经济(跨境

电商)行业人才培养质量变革为主要目标，持续深

化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开放式的新商科人

才培养理念，全面践行“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的质量理念，改造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等本科专业，以龙岩数字经济(跨境电商)

产业学院为载体，优化专业结构、增强办学活力，

探索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有效衔接机制，积

极构建激励相容的新商科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

制，加快培养跨境电商人才成效显现。 

    (一) 主要做法 

    1. 成立产业学院，创新“亲产型”人才培养

模式 

    面向数字经济(跨境电商)发展对高素质复合

型新商科人才的需求，以提升学生职业胜任力和持

续发展能力为核心目标，成立龙岩数字经济(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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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现代产业学院，构建地方政府、高校、行业

协会、企业机构等多元主体协同的育人体系，实施

符合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内容体系、教

学实施方式、教学评价标准和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等

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形成“共建、共管、共享”的

治理机制。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产业学院作为资

源整合平台，围绕提高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核心目

标，通过地方政府政策主导与资源支持、数字经济

(跨境电商)行业(企业)高度参与、高校发挥多元协同

育人主运营人角色功能，联合打造产教融合载体，

实现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6]。 

    2. 提高人才培养规格，加强新商科专业内涵

建设 

    围绕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人才需求，着力推

进新商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等融合，改造国际贸

易与市场营销专业，优化调整专业能力结构与培

养规格，着力打造面向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

特色优势。紧密对接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产业

链，提高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应用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实现市场

营销、国际贸易、大数据相关专业交叉复合，共

同支撑数字经济与跨境电商产业链快速发展。加

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建设，引

入数字经济行业标准和跨境电商真实案例资源，将

高校专业教育与“1+X”专业认证有机衔接，提高

专业建设标准化水平和人才实用性维度。 

    3. 突出跨界融合，校企合作开发应用型课程 

    “引企入教”，将企业职业资格标准、行业

标准、企业核心技术标准等实践元素引入教学内

容体系，出台鼓励性措施，校企合作大力开发应用

型教材；将企业先进理念、真实案例、业务流程、

项目开发和创新模式纳入课程体系。关注数字经济

与跨境电商行业发展动向，加快课程教学内容迭代

周期，建立由政府、行业、企业和高校有关人员共

同组成的新型虚拟教研室，以行业、企业技术与业

态革新项目为依托，动态更新课程内容，适时系统

性集成为教材和案例库。紧密结合数字产业发展实

际，逐步增加综合型、设计性实践教学比重，用真

实生产经营环境开展浸润式教学，把行业、企业的

真实项目作为课程案例教学和毕业设计的重要来

源，切实提高学生对产业的认知程度和解决复杂问

题的能力[7]。 

    4. 强化师资保障，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

队伍 

    依托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创新政产

学研用师资遴选、聘用与储备机制，将政府部门、

行业协会、企业等各方的骨干、优秀技术和管理人

才选聘为业界教师，建立产业学院业界师资库，根

据教学任务要求，从中抽取师资开展双师同课、案

例教学、三创指导和毕业指导等教学活动[8]。完善

双能型教师教学能力培养体系和教学能力认证

体系，通过与政府、企业等联合设立教师应用型教

学能力提升基地和实践岗位，采取师资交流、研修、

委派、挂职等方式，加快高校教师向“双师双能型”

转变，切实打造高水平应用型教学团队。建立校

企双师融合式教学激励与约束机制，通过强化校

内外师资联合授课、联合指导、联合教研，推进

面向数字经济的项目式、合作式、任务式、实景式

等高阶性综合教学改革，促进教学过程与业界实操

有机融合，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 

    5. 加强资源共享，搭建产学研用服务平台 

    加强政校企协多方资源整合，联合建设数字

经济实训实验中心，发挥政校企双元人才叠加优

势，围绕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跨境电商产业新模式

新业态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开展协同创新，实现政府

产业政策、高校知识溢出与企业应用研究有机融

合，促进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产业转型升级。促进

校政企联合开展数字经济技术攻关和产品迭代研

发，通过大力推动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实现共研、

共用、共享，推动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业务流

程再造、科技成果转化和市场领域拓展，提升数字

经济和跨境电商产业创新发展竞争力。 

    (二) 基本成效 

    1. 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框架体系不断完善，育

人平台作用逐步显现 

    2020 年 11 月，经龙岩市人民政府批准，龙

岩学院与龙岩市商务局签订了《关于合作共建龙

岩学院电商(跨境)产业学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将 2015 年成立的校企合作阿里速卖通跨境电商

产业学院升级为政产学研合作、面向全市域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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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院，将雨果网等 3 家跨境电子商务相关企业、

龙岩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等 4 家电子商务相关行业

协会引入其中，校政企协多方共同建立了“政府

＋高校＋行业协会＋企业”的协同育人工作机

制，整合各方产业资源、创新资源和教育资源，

推动政产学研深度融合。该产业学院的建立，标

志着龙岩学院在政产学研多元协同育人实践和

数字(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建设中迈出了关键一

步。借助产业学院，协调厦门亿丰电商学院、亚

马逊跨境电商、雨果网等企业，龙岩市互联网协

会、电子商务协会等，合作开发数字经济(跨境电

商)教材，引企入教多元实施课程教学，制定“政

府+企业+行业+学校”共同实施的数字经济(跨

境电商)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形成了多主体、

全链条、融合式、内生性的协同育人闭环体系。 

    2.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深入实施，特色专

业内涵建设步伐加快 

    龙岩学院与字节跳动、美团、微医等龙岩籍

互联网军团密切联系与合作，在数字经济项目研

究、专业人才培养、社会化服务等方面联合实施

产教融合，联合培养数字经济产业人才。围绕专

业教学实践实训条件薄弱等突出问题，与北京知

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现代中欧软件开发有限公

司、广州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先后

有《基于校地协同的具有龙岩学院特色的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建构》等 15 个项目获得教育部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其中，改造专业课程 7

项，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模式改革 3 项，改善

专业实训条件 2 项，师资培训 3 项。通过协同育

人项目实施，构建了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积累了

产教融合经验，改善了专业实践教学条件和实训

能力，促进了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等专业

的提档升级，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保障

基础得到强化。 

    3. 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日益完善，跨界融

合不断加深 

    将来自龙岩市商务局、人民银行、发改委、

经发集团、大数据局等政府部门和企业的 7 名业

界专家纳入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优

化教指委结构与功能，先后通过召开教指委会

议、专家咨询等方式，对区域产业经济人才需

求、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设置等进

行论证，按照“新文科”理念，融合了新一代信

息技术、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全面启动

了新商科、新财经两大科类 5 个专业的建设。深

入龙岩市商务局、大数据局、电商协会、相关企

业等开展调研论证，找准实现政产学研多元协同

育人，共建、共享、共赢的有效实施途径，构建

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产业学院新的组织框架、运

行机制、办学模式和治理结构，健全面向数字

经济的政院企协同育人机制和应用型人才培养

体系。 

    4. 多方育人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应用型新商

科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 

    开展行业企业深度调研，确定岗位需求专业

核心能力，分解能力要素，确定能力要素对应的

知识点，引入行业最新技术及规范，组合成模块

化课程体系，优化面向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的国

际贸易和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合作企

业、行业协会等合作开发数字经济(跨境电商)教

材，实施校企互动教学，制定“政府+企业+行业

+学校”共同实施的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人才培

养质量评估体系。自 2019 年以来，从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领域累计选聘

业界导师 67 人次，实施“双师同堂”83 门课程

教学改革，在行业企业建设实习实训基地 39 个，

市场营销、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全部实施毕业指

导“双导师”制。通过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改

革，龙岩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先后获省级特色专

业 4 个(次)；获省级、校级教学成果奖 4 项；编

写应用型教材 4 种；建设省级一流课程 3 门，被

省教育厅推荐国家一流课程 2 门；建设省级课程

思政 1 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5 门；122 人

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1 人获得“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荣誉称号；教师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

和省级创新创业项目立项 24 项，指导学生发表

学术论文 12 篇，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各类竞赛

奖 51 项、获得省级各类竞赛奖 47 项；2021 年市

场营销专业获批省级一流专业。面向数字经济的

新商科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考取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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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人；2020 年、2021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毕业生就业率均仍能达到 93%以上，得到了

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三、创新实施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政产学

研协同育人机制的几点启示 

    构建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政产学研多元

协同育人机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

要持续进行实践探索和改革创新，不断积累经

验，切实提高模式成熟度，努力创建新商科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改革方案、实习

实训手册、质量评价指标等系列规范性文本，逐

步形成契合现代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产业链、创

新链、教育链有效衔接，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

有效运行，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范例。龙岩学

院的实践表明，新商科人才培养改革，三分研究，

七分实践，有效构建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商科政产

学研协同育人体系，必须强化激励相容，创新构

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驱动与聚合机制和政产学

研多元协同“共建、共管、共享”人才培养体系。 

    一是围绕发展需求，提高人才培养精准度和

供给质量。顺应数字经济(跨境电商)发展对新商

科专业人才多维能力的要求，突出教育教学的立

体式交叉融合思维，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入商学体系，博雅软实力

教育与专业硬技能塑造有机结合，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协同融合，厚植学生自我更新学习力、社

会复杂情景适应力以及未来持久竞争力，推动人

才培养能力素质结构转型升级，实现新商科人才

供给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紧密衔接。 

    二是坚持产业为要，增强高校服务数字经济

发展的能力。确立知识、能力、素质、思政“四

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从以“课程体系”

为基本支撑的学科导向向以“模块化课程体系”

为核心载体的专业导向转变，综合运用反向设计

模块化构建法，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内容体

系，深化“知识输入、能力输出”“以学为中心、

以教为主导”的教学改革，促进数字经济的产业

链、创新链与高校人才培养的教育链紧密融合，

增强新商科人才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适应性。 

    三是创新办学模式，提升政产学研融合深度

与水平。坚持区域性、开放性、应用型办学定位

不动摇，将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教赛融合

作为提升应用型新商科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

手，深度引进行业企业最新技术标准、职业规范、

真实案例和师资力量，全方位推进“应用型学科

建设、应用型专业改造、应用型教材开发、应用

型课程革新”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政产学研用

互补互利、协作共赢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与创新

示范基地，加快提升产教融合水平。 

    四是完善保障机制，有效集聚政产学研协同

育人要素。坚持以产业学院为基本载体，建立政

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利益联结和要素整合保障机

制。地方政府基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需要，出台

产教融合政策，主导建立政产学研联席会议制

度，并给予专项经费支持；行业协会、骨干企业

基于专业人才需求，有效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

以提高引才用智精准度；高校建立产教协同育人

企业准入制度和合作评价机制，实行动态调整和

优化改进，确保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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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high 

quality compound applied talents of new business majors to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 

education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Based 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strategy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eds, Longyan University has explored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of 

“co-construction, co-management and sharing” oriented to digital economy, which has the incentive and 

compatibl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olve such prominent problems as low 

efficienc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lack of 

close coordination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immature education mode and mechanism, absence of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nd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lack of talent training practice, etc. . Through 

continuous practical exploration, while meeting the demand of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we should strive to form a set of 

typical examples that can be promoted to related industries, more universities, and more enterprises for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new busines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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