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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川渝区域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为各高校间提供了实践机会和合作交流平台，例如合作共建营养创新平

台，开展地域特色农产品研究和营养健康服务产业项目等。同时也对高校营养人才培养提出了挑战。首

先，社会对营养学人才的多样性需求日益明显。其次，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培养需要加强，以提高教学质

量和专业水平。规范化的实践基地建设有待加强。最后，高校需要不断完善创新创业配套机制，以培养

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人才。川渝区域经济发展为高校营养人才培养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高校应积极应对
挑战，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以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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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ichuan-Chongqing regional economy provides opportunities of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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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universities, such as jointly building of nutrition innovation platform, carrying out re-
search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nutrition and health service industry 
project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training system of universities. Firs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diverse nutrition talents. Secondly, there is a need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staff and standardized practical training bases to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and pro-
fessional standards. Lastly, universities ne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and entre-
preneurship support mechanisms to cultivate talents that align with market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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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由不同的经济主体，如政府、企业、个人等所组成的经济系统。

这个地理范围可以是一个城市、一个省份、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是全球。区域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

是该地区内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趋势、经济政策等。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

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1]。川渝区域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工

业、农业和服务业为主，其中以制造业和能源产业为支柱。2020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首次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继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粤港澳大

湾区后的又一国家战略[2]。川渝地区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200 余所，大部分集中在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

其中本科院校 79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3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7 所。高等教育具有教学、科

研、服务三大职能，是区域产业结构转移、产业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的主要依托。高层次专门人才的

数量和质量已成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3]。如何将高等院校的建设融入区域经济社会成为高校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全国范围内各区域经济与地方高校的协同性还存在不足[4] [5] [6]，应通过专业

供给侧优化改革、主动提供智力支持、产学研融合等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有效将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

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2. 结合专业背景，充分发挥区域经济发展红利 

川渝区域经济发展为高校科研、教学、社会服务及人才培养带来了提供了发展空间。为了充分发挥

区域经济发展红利，推动营养健康领域产、学、研协同发展，川渝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应运而生。该平

台是落实《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举措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战略大局的特色环节，

致力于提高川渝地区居民营养健康状况和营养科学素养，促进川渝地区特色营养食品和健康领域产业发

展，推动健康四川、健康重庆目标的实现。该平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四川省和重庆市卫健委的

共同指导下，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同牵头，联合 18 家川渝地区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机构相关企事业单位共同创建。重点围绕“临床营养、老年营养、

公共营养、儿童营养”开展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研究、科普宣传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开展工作。这

样一个专业聚焦的区域性创新平台可发挥以下社会功能。第一，营养产业资源平台功能。整合川渝地区

的营养产业资源，包括营养食品、保健品、医疗器械等，形成川渝地区营养产业的优势和特色。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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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发平台功能。建立川渝地区营养产业的创新研发平台，通过技术创新和研发，推动营养产业的升

级和转型。第三，人才培养平台功能。建立川渝地区营养产业的人才培养平台，培养和引进营养产业的

专业人才，提高川渝地区营养产业的人才水平和创新能力。第四，产业合作平台功能。建立川渝地区营

养产业的产业合作平台，促进川渝地区营养产业的合作和交流，推动川渝地区营养产业的发展。本文重

点从高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角度，重点阐述川渝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为高校营养专业供给侧改革和人

才培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3. 高校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及调整思路 

3.1. 专业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高校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是指在高等教育领域，通过改革学科专业的供给侧结构和方式，以适应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人才培养的要求[7] [8] [9]。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才培养目标的

转变。高校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要求将人才培养目标从传统的知识传授和学科培养转变为注重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这意味着要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

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第二，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现有专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包括结合社

会需求对专业种类进行动态增减，提高专业设置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通过优化专业结构，可以更好地满

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第三，课程体系的改革创新。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创新是专业供给侧改革必

然要求，包括增加实践性课程、跨学科课程和创新创业教育等，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第四，教师队伍

建设的优化提升。包括提高师资队伍人才质量，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培养一支高水平的专

业教师队伍。同时，还要注重教师的实践经验和产学研结合能力，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高

校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通过

改革学科专业的供给侧结构和方式，可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提升。 

3.2. 高校营养专业供给侧调整思路 

营养学相关专业是基于食物与人体健康关系的应用性学科。高校营养专业供给侧应作以下几个方面

的调整。第一，专业设置的优化。根据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对营养专业的专业设置进行优化。可

以增设与营养相关的新兴专业方向，如营养健康管理、食品营养与安全等，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第二，课程体系的改革。营养专业的课程体系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可以增加实践性

课程，如食品加工实训、临床营养实践等，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同时，还可以增设跨学科课程，

如食品科学、生物学、医学等，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第三，师资队伍建设的加强。营养专

业的师资队伍应加强教师的培训和专业发展，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可以引进具有丰富实践

经验和行业背景的专业教师，加强与营养行业的合作与交流，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第四，

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营养专业的实习实训基地应与行业企业进行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提供学生

实践机会和实习岗位。通过实践教学，学生可以接触到真实的工作环境和实际的问题，提高实际操作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以上调整，可以使高校营养专业的供给侧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培养符合行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推动营养行业的发展和创新。 

4. 创新平台对高校营养学专业的发展带来的机遇 

4.1. 川渝两地营养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从专业设置来看，川渝两地多所高校都设有营养学相关专业，如营养学、食品卫生与营养学、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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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这些专业涵盖了营养学的基础理论、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科学等方

面的知识，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营养学教育。师资队伍方面，川渝两地的高校在营养学专业的师资队伍

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四川大学及华西医院拥有一支较为强大的师资队伍，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

经验和行业背景。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高校的师资队伍相对薄弱，教师的实践经验和行业背景较为欠缺。

因此，川渝两地的高校需要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力度，引进更多具有实践经验和行业背景的专业教师。

从实践教学来看，川渝两地的高校在营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一些高校拥有丰富

的实践基地和实习岗位，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机会。例如，华西医院临床营养科每年均提供较多临

床营养师进修和规范化培训岗位。但是，也有一些高校的实践基地和实习岗位相对不足，学生的实践能

力得不到充分的培养。因此，川渝两地的高校需要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建立更多的实践基地和提供

更多的实习岗位，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创业支持方面，川渝两地的高校在营养学专业的创新创业

支持方面还有待加强。一些高校为学生提供了创新创业培训和资源支持，帮助学生实现创新创业梦想。

但是，也有一些高校的创新创业支持相对不足，学生的创新创业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因此，川渝两

地的高校需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培训和资源支持，帮助学生实现创新创业梦想。 

4.2. 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提供的机遇 

川渝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对高校营养学专业的发展带来了以下几个机遇。首先，区域性营养创新平

台为高校营养学专业提供了更多潜在的实践机会。学生可以参与平台的研究项目和实践活动，接触到实

际问题和实际操作，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促进了高校与行业企

业的合作与交流，实现了产学研结合。高校可以与平台上的企业合作开展研究项目，共同解决行业问题，

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第三，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为高校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潜在实践基地和实习

岗位。学生可以在平台上接受专业指导和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同时，学生还可以与行业专

家和企业人员进行互动交流，了解行业动态和就业需求，提高就业竞争力。最后，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可

能性。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在四川省已有较多营养健康和食品相关企业单位签署意向性协议，为后期进

一步成立营养健康产业联盟打下了基础。在重庆市范围内，我们也将借助该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的影响

力吸纳一批合格的企事业单位组建产业联盟，为高校营养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创新创业支持。学生可以

通过平台获得创业培训和创业资源，开展自己的创新创业项目。平台可以提供创业导师和投资支持，帮

助学生实现创业梦想。通过与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的合作，高校营养学专业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求，培养符合行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推动营养行业的发展和创新。 

5. 创新平台建设发展提出的挑战 

5.1. 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提出的挑战 

5.1.1. 人才需求的多样性要求 
2015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10]；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又

发布了关于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11]。营养学人才如何在其中发挥更大的

社会价值为高校人才培养机制提出了挑战。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明显，除了传统的营养学知识

体系培养外，数智化素养和能力培养、医防融合和医农融合的大营养健康服务能力的培养都应该纳入人

才培养计划。因此，随着营养行业需求和发展趋势的变化，高校营养学专业需要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教

学内容，以适应行业的需求变化。这需要高校与行业相关企业保持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及时了解行业的

发展动态和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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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规范化实践基地建设不足 
营养学专业需要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和实习岗位，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

高校人才培养对实践教学的内容和时间具有严格要求，完全符合条件的规范化教学实践基地和实习岗位

的数量和质量可能存在不足。高校需要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根据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建立更多符合

要求的实践基地以提供更多实习岗位。 

5.1.3. 师资队伍建设的挑战 
营养学专业需要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行业背景的专业教师，以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然

而，高素质的营养学教师可能存在短缺的情况，高校需要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力度，引进更多具有实践

经验和行业背景的“双师型”教师。 

5.1.4. 创新创业缺乏配套机制 
营养学专业的学生有一定的创新创业需求，然而，高校对创新创业相关的配套机制还有所欠缺。高

校需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从师资和经费上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培训和资源支持，帮助学生实现创新创

业梦想。面对这些挑战，高校营养学专业需要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

内容，加强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支持，以培养符合行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12] [13]。 

5.2. 应对举措 

总体来看，川渝两地的高校在营养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和不足。高校需要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加强实践教学和

创新创业支持，以培养符合行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5.2.1. 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交流 
要加强高校营养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交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建立合作机制。高校

可以与营养行业的相关企业、研究机构等建立合作机制，签订合作协议或合作协议，明确合作内容、目

标和责任。通过合作，高校可以了解行业需求，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企业可以获取人才和科研支持。

第二，实施实习实训计划。高校可以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实训计划。通过与企业合作，学生可以

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实践，提高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实习实训计划选拔

优秀人才。第三，开展行业讲座和研讨会。高校可以邀请行业企业的专家、学者等开展行业讲座和研讨

会，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和研究成果。这样可以增加学生对行业的了解，拓宽视野，同时也为学生提供

了与行业企业进行交流的机会。第四，设立实践基地。高校可以与行业企业合作，设立实践基地。实践

基地可以为学生提供实地实践机会，学生可以在实践基地中参与实际项目和研究，提高实践能力。同时，

实践基地也可以为企业提供人才培养和科研支持。例如“肥胖症的精准营养管理”等健康产业相关微专

业建设过程中，一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健康管理企业将在该微专业的建设和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也

为高校营养专业人才提供难得的实践锻炼和就业机会。第五，开展校企合作项目。高校可以与行业企业

合作，共同开展校企合作项目。通过校企合作项目，可以将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为企业提供解

决方案和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就业渠道。通过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交流，高校可

以更好地了解行业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同时，行业企

业也可以通过与高校合作，获取人才和科研支持，促进行业的发展和创新[14] [15] [16]。 

5.2.2. 加强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支持 
要加强高校营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支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梳理

优化实践教学课程设置。高校可以根据行业需求和学生的实际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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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开设实验课程、实习课程、实地考察等，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学习和实践。其次，完善实践教学设

施和设备。高校可以加大对实践教学设施和设备的投入，提供先进的实验室、实训基地和设备，为学生

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和条件。第三，制订导师制度和实习指导方案。高校可以建立导师制度，为学生分

配专业导师，指导学生的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项目。同时，高校可以与行业企业合作，邀请行业专家和

企业人员担任学生的实习导师，提供实习指导和经验分享。第四，把创新创业教育和培训做出亮点。高

校可以开设创新创业教育和培训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可以邀请创业导师、创业投资

人等行业专家开展讲座和培训，分享创业经验和成功案例。最后，加大创新创业项目支持：高校可以设

立创新创业基金，资助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可以提供项目培育、孵化和投资支持，帮助学生实现创新

创业梦想。通过加强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支持，高校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出

符合行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17] [18] [19]。同时，也可以促进学生的就业创业，为营养健康行业的发展和

创新注入新的动力。 

6. 结语 

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川渝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正式批准的平台，具有融合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势。本文从高校营养学人才培养角度

阐述了区域性创新平台带来的机遇，并讨论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的差距，为弥合不足、提高营养学人才培

养质量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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