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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深入探索大数据与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潜力，尤其关注其在中国大学

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作用。为实现此目标，本研究设计了一个以“一个平台两个

系统三个客户端”为核心架构的产品，即大学生就业创业大平台，结合产教融合大数据分析

系统与人才画像系统，为中国大学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培养解决方案。该创新产品，

涵盖学生端、教师端和学校管理端，提供产业大数据分析、人才画像构建、人岗精准匹配、

能力画像深度分析、实时岗位订阅及系统管理等一系列核心服务。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案例

分析、系统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多种方法，全面探讨该产品如何利用大数据与 AI 技术的优势，

实现对学生能力的全面、动态评价，为高校提供精准的产业洞察，帮助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

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确保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高度契合。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该创新方略

能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推动中国大学产教融合的深入发展。其意义在于：

本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教育领域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思路，而且还为教育实践的

改进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长远来看，该研究通过大数据与 AI 赋能的产品定义及其服务

内容，为大学的企业化经营实践，实质是引入企业家精神优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提供明确

指导方向，有望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推动社会的

持续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大数据与 AI 技术，中国大学，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大学生就业创业，人才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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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big data and AI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ir innovative role i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achieve this goal, a product with the core architecture
of "one platform, two systems, and three clients" has been designed, a comprehensive platform for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bined with a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big data analysis system and a talent portrait system,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layered talent cultivation solution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s innovative product covers
student, teacher, and school management ends, offering a series of core services such as industrial
big data analysis, talent portrait construction, precise job matching, deep analysis of ability
portraits, real-time job subscription, and system management. This paper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system analysi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how this product leverages the advantages of big data and AI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and dynamic evaluation of students' abilities, provide precise industry insights for
universities, assist them in adjusting professional settings and curriculum systems based on market
demands, and ensure that talent cultivation is highly aligned with market needs.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implementing this innovative strategy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research lies in it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s well as
offering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the long run, this research,
through the definition of products enabled by big data and AI and their service contents, provides
clear guidance for the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universities, essentially
introducing entrepreneurial spirit to optimize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and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more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as well as innovative talents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riving continuous societ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Big Data and AI Technologies, Chinese Universitie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 Portrait System,
Big Data Analysis System, Precise Job Matching

一、引言

大数据与 AI 技术正深刻影响中国大学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这两项技术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驱动力，不仅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而且还催生

了新产业形态。在此背景下，中国大学需紧跟时代，将大数据与 AI 融入教育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产教融合，这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产教融合作为教育与

产业政策，旨在通过深度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体要求包括：强调教育主体的多元性，

形成校企“双重主体”的育人模式；注重教育客体的创新性，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强调

教育内容的实践性，构建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体系；突出教育评价成效性，确保人才

培养质量。

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教育与产业脱节问题凸显。因此，探索大数据

与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其在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设计“一个平台两个系统三个客户端”为核心的软件产品，即大学生就业创业

大平台，结合产教融合大数据分析与人才画像系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与就业

创业解决方案。该产品涵盖学生、教师、学校管理端，提供产业大数据分析、人才画像构建、

人岗匹配等服务。期望通过此产品推动中国大学产教融合的深入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

就业创业的互动匹配，增强其市场适应能力。

二、大数据与 AI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

大数据与 AI 技术正深刻变革教育领域，展现巨大潜力。大数据助力教师精准分析学生

学习行为，定制个性化教学计划，同时优化学校资源配置，提升教育效率。AI 技术如智能

推荐系统、自然语言处理已广泛应用于在线教育，为学生提供便捷高效的学习体验。

然而，大数据与 AI 在中国大学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方面仍面临挑战，需有效整合产业

与教育数据，构建人才画像，实现人岗匹配。本研究旨在设计创新的大数据与 AI 赋能高等

教育产品，解决这些问题。



在教育领域，AI 老师与人类老师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共舞。流利说等实践证明，AI 老
师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AI 还在数学理论研究与数学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挖掘数学

关系，解决复杂问题。[1-2]
数学建模成为数据分析高层次技能，教学团队利用网络平台对学生进行大数据技术培训，

形成“数学建模”课外培训新模式，提升学生能力。[3-4]
作文智能评改技术重塑作文教学新生态，通过智能评测平台，学生实现自主作文，探索

作文教学改革。[5]
高等教育应成为新技术运用的先行者，随着数字技术迭代，数字化转型成必然趋势。高

校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为建成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作出贡献。[6-7]
大数据与 AI 赋能产教融合的五大策略包括：智能数据处理与分析、自动化运维与智能

管理、自然语言查询与交互、个性化学习与精准推荐、跨学科融合与创新。这些策略有助于

构建高效、个性化、智能化的教育未来。通过不断创新和应用，大数据与 AI 技术将为教育

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9-10]

三、大数据与 AI赋能高等教育的软件产品创新设计与架构

本研究致力于开发一款以大数据与 AI 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高等教育软件产品，其架构

设计围绕“一个平台、两个系统、三个客户端”展开，旨在为大学生、教师及学校管理者提供

一个高效、智能且全面的就业创业与产教融合服务解决方案。

“一个平台”——大学生就业创业大平台，作为本产品的核心组件，不仅是一个信息汇聚

与交流的场所，更是一个促进学生就业能力提升与创业梦想实现的综合服务平台。该平台深

度融合了就业信息发布、创业项目孵化、职业规划指导等多重功能，确保学生能够及时获取

到最前沿的招聘信息、丰富的实习机会以及具有潜力的创业项目资源。同时，教师可通过平

台发布招聘岗位信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职业规划建议，而学校管理员则能实时监控学生

就业进展，有效管理招聘信息，确保就业服务工作的有序进行。平台设计注重用户体验，力

求创造一个便捷、高效、信息全面的就业创业生态环境，助力学生顺利过渡到职业生涯。

“两个系统”中的产教融合大数据分析系统，是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桥梁，通过深度挖掘和

分析产业趋势、人才需求等关键数据，为高校提供精准的产业洞察，助力其适时调整专业设

置与课程体系，确保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此外，该系统还为学生提供就业与创业

的数据支撑，使他们能更准确地把握市场动态与行业趋势，做出更加明智的职业选择。而人

才画像系统，则基于学生的学习数据、行为轨迹等多维度信息，构建出全面、细致的人才画

像，不仅准确反映学生的能力水平、兴趣爱好及发展潜力，还为学校与企业提供了精准的人

才评价与匹配工具，促进了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个客户端”——学生端、教师端与学校管理端，分别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进行了

精心设计。学生端除了提供岗位信息浏览、实习申请、创业项目申报等基本功能外，还融入

了智能推荐系统，根据学生的兴趣与能力推荐适合的就业与创业机会。教师端则强调对学生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的支持，包括发布岗位、跟踪学生就业进展及提供个性化建议等。学校

管理端则侧重于招聘信息的高效管理与统计分析，以及系统设置的灵活性，确保就业创业服

务工作的顺畅运行与持续优化。

总之，本设计的这款大数据与 AI 赋能的高等教育软件产品，通过整合就业创业服务、

产教融合分析与精准人才匹配三大核心功能，不仅提升了教育与产业的融合度，而且还极大

地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创业成功率，为中国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四、产品的实施过程与案例分析



为确保本研究设计的大数据与 AI 赋能高等教育软件产品及服务能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

成效，精心规划了一套详尽的实施计划，并在多所高校进行了试点。以下是实施流程及精选

案例分析：

实施过程概览：

需求调研与分析：项目初期，我们深入多所高校调研，明确学校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方面的痛点及需求，并与企业沟通，了解人才需求标准。这些调研结果为后续产品设计提供

了重要依据。

产品设计与开发：基于调研结果，我们注重产品的易用性和用户体验，设计了简洁直观

的用户界面。同时，考虑产品的可扩展性和定制性，以满足不同高校和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试点实施与反馈：选择多所高校进行试点，积极收集用户反馈，对产品进行持续优化和

改进，确保产品在实际应用中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推广与应用：试点成功后，将产品推广至更多高校，并提供培训和支持。同时，与企业

合作，将产品应用于实际招聘和人才培养过程，验证其效果和价值。

精选案例分析：

某综合性大学：通过产教融合大数据分析系统，该大学了解到市场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据此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使专业设置更符合市场需求，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同时，

利用人才画像系统实现精准人岗匹配和人才培养。据统计，各专业就业率提高 10%~50%，

就业质量显著提升。

某理工科大学：借助大学生就业创业大平台，学生更便捷地获取招聘信息和实习机会，

全面了解市场动态和行业趋势。教师也通过平台发布更多招聘岗位和实习机会，为学生提供

更多实践机会。据统计，学生实习率提高 15%~50%，实习表现得到企业认可，为未来就业

打下坚实基础。

某人文科大学与工商银行合作启示：工商银行运用 AI 和大数据技术建立数据资产全生

命周期管理机制，有效解决数据资产管理难题。高校可借鉴此经验，建立自己的数据资产管

理系统和智能分析平台，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有力支持，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

总之，本研究设计的大数据与 AI 赋能高等教育软件产品及服务，通过深入调研、精心

设计、试点实施与持续优化，已在多所高校取得显著成效。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广并完善产

品，助力更多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匹配度，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五、研究方法与实证分析的结果

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综述、案例分析、系统分析及实证研究等方法，深入探讨了大数据

与 AI 赋能高等教育软件产品的实施效果与价值。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技术应用现状与理

论基础，为产品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撑。案例分析揭示了高校在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中的实际

需求与挑战，提供实践经验。系统分析确保产品架构与功能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实证研究则

在部分高校验证了产品的显著成效，包括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社会适应能力及推动产教融合

深入发展。

研究结果显示，该工具产品通过产教融合大数据分析系统，使高校能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优化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人才画像系统则助力实现人岗精准匹配，提高学生就业率和就业

质量。整体建设方案目标明确，架构合理，功能全面，测试与试运行方案完善。

针对方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确保学生数据的安全性；

二是加强用户培训与指导，提升系统使用熟练度和功能利用率；三是持续性能监控与优化，

保障系统稳定高效运行；四是建立并完善反馈机制，及时响应用户问题与建议，且持续优化

系统功能；五是考虑扩展性与可定制性，以便未来根据学校需求进行功能扩展与定制。



总之，本研究设计的大数据与 AI 赋能高等教育软件产品已展现出显著成效，整体建设

方案完善。只需在数据安全、用户培训、性能监控、反馈机制及扩展性与可定制性等方面，

进一步加强和优化，可更好地服务于高校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推动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与协同发展。

数学公式

根据文中描述的内容，抽象出一些可能的数学表达或模型。例如，关于人才画像的构建

和匹配过程，可以用以下简化模型来表示：

1. 人才画像构建模型

设学生的能力特征向量为 a=(a1 ,a2 ,…,an  )，其中 a i  代表学生在第 i个能力维度

的评分或表现。则人才画像的构建可以表示为寻找一个映射函数 f，使得：人才画像=f(a)

图 1. 人才画像的个体素质模型支持个性化



图 2. 人才画像匹配实习实践案例展示

2. 人岗匹配度计算

假设岗位需求的能力特征向量为 b=(b1  ,b2 ,…,bn )，其中 bi代表岗位在第 i个能力

维度的需求程度。匹配度 M可以通过计算两个向量的相似度来得到，例如使用余弦相似度。

在计算人岗匹配度时，余弦相似度是一个常用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种相似度

计算方法可以考虑。以下除了 1 之外，2-5 是几个备选的数学公式。

1. 余弦相似度（Cosine Similarity）

余弦相似度衡量的是两个向量在多维空间中的方向差异。公式为：

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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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a1,a2,…,an) 是候选人在能力维度的评分向量，b=（b1,b2,…,bn）是岗位需求的能力

特征向量。

2. 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皮尔逊相关系数衡量的是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性。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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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ˉ 和 bˉ 分别是向量 a和 b的均值。

3. 欧氏距离相似度（Euclidean Distance Similarity）

欧氏距离相似度可以通过计算两个向量之间的欧氏距离，并将其转化为相似度值。公式为：

M(a,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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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式将欧氏距离归一化到 0 和 1 之间，并用 1 减去这个距离值来得到相似度。

4. 曼哈顿距离相似度（Manhattan Distance Similarity）

曼哈顿距离相似度类似于欧氏距离，但使用的是曼哈顿距离（即城市街区距离）。公式为：

M (a,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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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个公式也将曼哈顿距离归一化到 0 和 1 之间，并用 1 减去这个距离值来得到相似度。

5. Jaccard 相似度（Jaccard Similarity）

Jaccard 相似度通常用于衡量两个集合之间的相似性，但也可以用于向量。公式为：

M (a,b) =
2

1 ii

n

1-i
2

ii

)b,max(a

 )b,min(a






n

i

这个公式计算的是两个向量在各个维度上最小值和最大值之比的和。

选择合适的相似度的度量方法

选择哪种相似度度量方法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数据特性。例如，如果数据是稀疏的或者

存在很多零值，那么某些方法（如皮尔逊相关系数）可能不太适用。此外，还需要考虑计算

复杂度和对异常值的敏感性等因素。在实际应用中可通过实验和验证来选择最适合的相似度

的度量方法。



图 3. 具有认知能力的人岗匹配和大数据分析 AI 软件机器人的表现

对照表格

表格 1：产教融合前后对比

项目 产教融合前 产教融合后

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 部分专业与市场脱节 专业设置紧跟市场需求

课程体系 理论知识为主，实践少 理论与实践并重

人才培养质量 一般 显著提升

学生就业率 中等水平 提高 10%-50%（高级水平）

就业质量 参差不齐 （整体质量）显著提升

表格 2：大数据与 AI 赋能效果对比

指标 无大数据与 AI赋能 有大数据与 AI赋能

市场需求洞察力 较弱，依赖经验判断 强，实时数据分析

人才画像精准度 低，难以准确描述能力 高，多维度全面评估

人岗匹配效率 低，手动匹配耗时 高，自动化精准匹配

资源配置效率 一般，资源浪费较多 高，资源精准投放

教学质量提升 缓慢，难以量化评估 快速，可量化评估

上述这些表格和公式展示了文中描述的产教融合与大数据、AI 赋能对高等教育带来的

影响和变化，使得内容更加直观和量化。

六、结论与展望

结论与展望：大数据与 AI 赋能中国大学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新方略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高校、企业、政府等多方共同努力。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加强技术创新和跨学科融合、

完善教育评价体系等措施，可以培养出更多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未来，随



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大数据与 AI 将在产教融合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本研究通过设计一个以“一个平台两个系统三个客户端”为核心架构的大数据与 AI 赋能

高等教育的软件产品，即大学生就业创业大平台，结合产教融合大数据分析系统与人才画像

系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与就业创业之间互动匹配的解决方案。

该创新产品不仅涵盖了学生端、教师端和学校管理端，还提供了产业大数据分析、人才画像

构建、人岗精准匹配、能力画像深度分析、实时岗位订阅及系统管理等一系列的核心服务。

通过实证研究，本研究验证了该产品的实施效果和应用价值，结果显示其能够显著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推动中国大学产教融合的深入发展。

展望未来，预测大数据与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仍将继续深化和发展。在中国大学

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方面，这些技术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大数据

与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投入力度，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拓展。同时，建议高校也

应积极拥抱新技术，探索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法，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推动社会的持续进步和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

关注大数据与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发展，探索其在不同教育场景和背景下的创新应用

模式和方法，将继续，从而，为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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