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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飞速跃入大众视野，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无论是即将步入职场的大学

生，还是创造经济增长的企业，都需要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挑战。其中，高校作为

人才培养基地，更是有不可或缺的责任。作为企业未来主力军的大学生，他们对人机协同以及智能化人

力资源管理持何种态度是本文的研究核心。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并进一步使用spss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考察了大学生对于人机协同、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态度以及人机协同态度对智能化人力

资源管理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生人机协同偏好对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接受度的影响是积极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为大学生、高校以及企业提供了一些建议，以期能对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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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rapidly leapt into the public’s field of vision, and has attra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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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Whether it is a college student who is about 
to enter the workplace or an enterprise that is creating economic growth, it needs to face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mong 
the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alent training bases, have an indispensable responsibility. As 
the main for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future, their attitude towards human-machine collabora-
tion and intellig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the core of this paper. In this study, the ques-
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and SPSS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and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intelli-
g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ttitude on 
the acceptance of intellig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were investiga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preference on the acceptance of in-
tellig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positive. On this basis, we provide some advice for uni-
versity students, universities and companies to help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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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已经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技术革命，更与未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

想和教育变革息息相关。革新的人工智能还将作为内在驱动力，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崭新且充满生机的

时代[1]。 
“智能+”(AI+)的模式不断拓展，对诸多行业带来了冲击。一些墨守成规的企业，因为不愿变革而

被淘汰。大学生就业岗位减少，无形中给大学生增加就业压力。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结构与竞争环境变

化，同样构成了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变革升级的情境因素[2]。 
可见，人力资源管理已经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智能分会在发布的《中

国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发展白皮书(2021 版)》中指出，34.5%的被调研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不同程度地

进入到“数智化”阶段。张敏和赵宜萱的研究指出，机器学习这一人工智能领域内的核心技术，在战略

规划、招聘甄选、薪酬福利、培训学习和绩效管理等模块都已广泛应用[3]。 
无论是企业、高校还是大学生，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产生了影响。所以本研

究着重探讨的问题是大学生对于人机协同、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态度以及人机协同态度对智能化人力

资源管理接受度的影响。 

2. 相关文献综述 

2.1. 人机协同 

国内许多学者已对人机协同设有研究，医疗、行政管理、教育和工业等方面均有涉及。例如，郭江

珊通过实验发现“点读文本–朗读测评”“播放语音–辨音选择”和“呈现文本–理解选择”三种教学

活动可以实现人机协同，人机协同教学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习者的学习效果[4]；蒋燕设计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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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人机协同 Java 字节码漏洞扫描系统，通过机器误报过滤以及人工众包审核，有效降低漏洞扫描工具

误报率，为开发人员节约成本[5]；在软件和集成电路期刊名为《数字司法 智能化服务》的文章中，作者

提到可以基于知识图谱、行业知识语料及对每个行业关注的领域维度、领域范畴、领域行为，进行知识

的解构、组织以及进一步的延伸和服务，实现人工智能个人咨询的多轮对话应答，形成专业人士和当事

人之间的有效互动[6]；在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崔萌等作者发现并提出 Cranibot 智能开颅手术机器人系

统能够提高开颅手术的精确性和效率性，但在安全性方面的验证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的研究[7]；南函池也

通过研究提出了人机协同任务分配模型，建立了完整的人机系统 Petri 网模型[8]。但是，在《AI 未来》

中也提到：民营企业应该主导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其中一些机会将通过自由市场的自然运行而出现，而

另一些则必须靠人来努力创造[9]。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完全地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对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尚不成熟。 

2.2. 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融合 

在以往人工智能的研究中，成海鹰提到“应当肯定，人工智能的价值追求就是不断满足人们的各种

需要，提供舒适、愉悦、满意等各种与幸福相关的感觉，也包括带来幸福感。并且人工智能作为技术进

步的代表性成果，应当表现在人们借助于它可以探究‘一方面，它如何有助于人的发展，有助于人的内

心的进展；另一方面，它如何有助于社会状况的改善’”。李开复在 2017 年 5 月发布《人工智能：AI
如何重塑个人、商业、社会》，其中提到“人工智能已经来了，他就在我们身边，几乎无处不在。”他

还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彻底改变人类对机器行为的认知，重建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人工

智能将会影响到未来生活社会的方方面面，还给我们带来了启示：“我们对这个时代应该抱有的是期待

的态度，认清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拥抱这个既是复兴，又是发现，且是人工智能的时代！” 
而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则是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与自然融合，是未来企业

发展的大势所趋。薛胜利说到，新时期人力资源管理是挑战中蕴藏机遇，科技发展推动银行业金融服务

的工具和手段优化，造就了大量新的金融需求并提供更多服务模式，重塑了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

机器之间的关系[10]；徐子遥提到，收集人力资源的三种数据：原始数据(基本数据)，能力数据(工作、学

习培训)，效率数据(任务完成)数据的收集与整合，优化薪酬统计系统，每半年一次的薪酬考核变动，增

加个性化的培训需求[11]；杨小伟在《助推人力资源管理智能化升级》中提出人力资源管理智能化升级的

条件以及路径，明确了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智能化升级的主要方向是将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从重复性的

劳动中解放出来[12]。可以看到的是，我国对于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已初有涉猎。 

3. 研究方法 

从前文提到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人力资源管理智能化已在社会各方面逐步渗透且大学生也将在未来

产生愈发重要的影响。因此，大学生人机协同的偏好对于智能化人力资源理的接受度成为了我们关注的

重点。于是我们展开了相关的调查分析，面对来自不同年级、专业、城市的大学生，研究设计了有关大

学生与人工智能的问卷，以研究大学生对于人机协同工作的态度及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接受度。 

3.1. 问卷发放流程 

问卷调查是收集受众意见和反馈较为常用的手段，受到疫情影响，我们决定将问卷设计成线上填写

的方式，最大程度使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填写我们的问卷。 
设计问卷前，我们集中讨论并确定这次论文的目标：探究大学生人机协同偏好对于智能化人力资源

管理接受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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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充分考虑，我们针对大学生(问卷主要人群)的阅读习惯设计了 42 道题目。 
为了结果更加真实准确，我们将问卷发放的范围扩大：多年级、多地域、多专业，通过互联网转发

的方式使更多大学生参与其中。在问卷数据达到一定数量后，我们进行了问卷回收、归类、整理，最后

经过分析得到结论。 

3.2. 测量问项 

AI 招聘接受度包括以下三个问题：我认为面试时利用人工智能可以更客观地反映我的能力；我认为

人工智能面试官会比人类面试官更加了解我，因为它掌握的关于我的数据更全面；我认为运用人工智能

技术形成的个性化面试和笔试会让我的能力与岗位更加匹配。 
AI 培训接受度包括以下三个问题：当我培训时，人工智能给我提供专属于我的、针对我能力和特长

的培训计划，我会感到开心；我认为培训过程由虚拟人工智能导师监督能够减少我的情绪焦虑；我认为

人工智能帮助我在培训中学到更丰富的知识。 
AI 绩效管理接受度包括以下三个问题：我认为人工智能制定的绩效计划更加规范、合理；相比人类，

我更希望让人工智能对我的工作表现进行衡量与预测；我认为由人工智能进行绩效考核比人类更加全面、

公平。 

3.3. 样本特征 

本次研究于 2022 年 4 月以“问卷星”的形式发布，收回有效问卷 336 份。 
其中，男生 109 人，占比 32.53%；女生 227 人，占比 67.46%。 
按年级区分，大一 107 人，占比 31.85%；大二 117 人，占比 34.82%；大三 61 人，占比 18.15%；大

四 23 人，占比 6.85%；其余非大学生 28 人，包括不同专业以及不同地域的大学生。 

4. 分析结果 

4.1. 信度分析 

首先我们分别对人机协同焦虑、人机协同偏好、AI 招聘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理接受

度几个变量进行分析，通过各题目的信度分析选择剔除一些新都相差较大的题目来使整个变量的信度分

析稳定可靠，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Variable confidence analysis 
图 1. 变量可信度分析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计算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分析方法 

为了研究大学生人机协同偏好对于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接受度的影响，我们采用描述性统计与计算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实验结果，进而得到相关结论。我们一共组合了七个变量，分别是：人工智能

偏好，人工智能担忧，AI 招聘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理接受度，人机协同偏好以及人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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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焦虑。 
我们分别用这七个变量与除此之外变量的另外六个变量进行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实验得出的结果如

下图 2、图 3 所示： 
 

 
Figur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图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Figure 3.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图 3. 变量间相关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人机协同偏好这个变量与 AI 招聘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理接受度、

人工智能偏好皮尔逊相关性显著，即人机协同偏好与 AI 招聘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理接受

度、人工智能偏好呈正相关。人机协同偏好的人更容易接受 AI 招聘、培训、绩效管理。 
同时，人机协同焦虑与 AI 招聘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理接受度皮尔逊相关性并不显著，

即对于人机协同焦虑的大学生没有强烈的厌恶，不接受 AI 招聘、培训、绩效管理。 

4.3. 独立样本 T 检验 

首先，我们将样本数据提取和运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后，着重探索了“男生”和“女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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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机协同的态度是否存在差异性。其次，我们又考虑到一些能影响到“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接受度”

的因素，在“男生”和“女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我们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两组处理，结果如下图 4 所示： 

 

 
Figure 4.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图 4. 独立样本 t 检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对象在“人机协同焦虑”的显著性水平为 0.892 (>0.05)，在“人机

协同偏好”的显著性水平为 0.022 (<0.05)。因此，当下大学生中“男生”和“女生”在“人机协同焦虑”

上没有差异，但是“人机协同偏好”有显著差异。 
“男生”在“人机协同偏好”上的平均值高于“女生”，由此可见，男生更偏好人机协同。结果如

下图 5 所示： 
 

 
Figure 5. Man-machine coordination attitude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图 5. 男女生对人机协同态度 
 

进一步地，我们又观察了“男生”和“女生”在“AI 招聘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

理接受度”上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0.130、0.760、0.794 (均大于 0.05)，由此可见，“男生”和“女生”

在上述三个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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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单因素 ANOVA 检验 

单因素 ANOVA 分析适合对有两个以上因子的因素展开分析，本文中的年级包含：大一、大二、大

三、大四，超过两个因子，因此，利用单因素 ANOVA 分析展开“人机协同焦虑”“人机协同偏好”“AI
招聘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理接受度”对年级的探索。 

我们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以下处理，结果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grades on variables 
图 6. 不同年级对变量的影响 
 

由图中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年级在“人机协同焦虑”的显著性水平为 0.25；在“人机协同偏好”的显

著性水平为 0.410；“AI 招聘接受度”的显著性水平为 0.861；“AI 培训接受度”的显著性水平为 0.375；
“AI 绩效管理接受度”的显著性水平为 0.343。以上显著性水平均大于 0.05，因此，不同年级在“人机

协同焦虑”“人机协同偏好”“AI 招聘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理接受度”方面，不显

著差异。 

4.5. 回归分析 

我们选取 R 方变量来分析不同变量对其他六个变量的影响。 
我们首先选取年龄，年级，性别为常量，以大学生对人机协同的态度即人机协同偏好和人机协同焦

虑为自变量，AI 招聘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理接受度为因变量，来分析大学生对于人机协

同的态度对 AI 人力资源管理接受度的影响，分析结果如下图 7、图 8、图 9 所示。 
在人机协同焦虑方面，人机协同焦虑对于 AI 招聘接受度影响不显著；在人机协同偏好方面，人机协

同偏好对于 AI 招聘接受度影响显著。 
在人机协同焦虑方面，人机协同焦虑对于 AI 培训接受度影响不显著；在人机协同偏好方面，人机协

同偏好对 AI 培训接受度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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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机协同焦虑方面，人机协同焦虑对 AI 绩效管理接受度影响显著；在人机协同偏好方面，人机协

同偏好对于 AI 绩效管理接受度影响显著。 

5. 结果讨论 

目前，业界对大学生以及企业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对接少有研究。 
大学生作为企业未来的主力，他们不仅对于人机协同较为偏好，对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也有较为积

极的态度。因此，如何培养他们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如何培养各种能力、如何更好的接受和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以避免自己被社会浪潮冲刷成为了他们关注的问题。学校作为学生汲取知识和提升能力平台，如

何高效的培养人才，为社会供给人才是学校所关心的。而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更新内部技术，如何迎接

新兴技术人才带来的挑战，如何调整组织架构、管理制度是企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Figure 7.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attitude on the acceptance of 
AI recruitment 
图 7. 人机协同态度对 AI 招聘接受度影响的回归分析 

 

 
Figure 8.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attitude on the acceptance of 
AI training 
图 8. 人机协同态度对 AI 培训接受度影响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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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attitude on the acceptance of AI 
performance management 
图 9. 人机协同态度对 AI 绩效管理接受度影响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认为，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不仅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更要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不论是

大学生，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群体，在人工智能上都抱有两种矛盾的感受。既会因人工智能办事便捷而对

其有所偏好，又担心自己的工作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而有所焦虑。无论是哪种感受，都会对他们是否接

受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一定影响。对人机协同偏好的个体，更容易影响他们接受智能化人力资源管

理；而对人机协同持焦虑态度的个体，也不会对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产生排斥心理。 
过去的文献倾向于研究行业发展、技术更新和制度改革，对于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态度与智能化

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而本研究倾向于探究大学生在智能化时代的冲击下，大学生对人机

协同以及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态度。 
研究发现来自不同年级的大学生面对人机协同这一新生事物时，因他们对于人机协同的认识尚不成

熟，所以同时存在偏好和焦虑两种态度。偏好态度会让大学生更倾向于接受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焦虑

态度对接受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 
大学生对人机协同偏好的推动他们接受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但对于人机协同焦虑的大学生又该如

何应对人机协同以及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因此，我们旨在提醒大家关注大学生对人机协同和智能化人

力资源管理的态度以及寻找一些应对措施。 

6.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探究大学生人机协同偏好对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接受度的影响，获得以下结论： 
第一，大学生的人机协同偏好对于 AI 招聘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理接受度的影响呈正

相关，即对于人机协同越乐观，越能接受 AI 招聘、培训、绩效管理。同时，人机协同焦虑对于 AI 招聘

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理接受度影响并不显著，即对于人机协同焦虑的人，对智能化人力资

源管理接受度并不抗拒，持观望态度。 
第二，不同年级在人机协同焦虑、人机协同偏好、AI 招聘接受度、AI 培训接受度、AI 绩效管理接

受度方面，无显著差异。表现了大学生对于人机协同未来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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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别差异对于人机协同态度有影响，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男生相较于女生更偏好人机协

同。 

7. 建议 

随着 AI 的普及和发展，人机协同也逐渐变成未来大势所趋。爱泼斯坦(2015)由此提出“协作智能”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即人与智能机器之间建立协作以实现人类目标。人机协同能实现人与机器的互

惠强化，将二者优势互补，创造新的价值。 

7.1. 对高校的建议 

习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13]。因此，如何将人

工智能与教育有机结合，为企业，社会，国家培养新型人才大学生是高校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研

究结果，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为高校提供一些建议。 

7.1.1. 更新教育内容 助其体现价值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时代在发展，此句谚语在未来甚至当今社会已不完全适用。在

经过人工智能的洗礼之后，教育内容应当加以变革：传授一些学术知识远远不够，更多的是需要教育引

导学生感受这个时代的魅力，感悟这个时代的挑战，明白人工智能是什么，人机协作怎么做……令学生，

融入时代，提升自己，接受挑战。毕竟“人工智能时代学习或教育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让每个

人在技术的帮助下，获得最大的自由，体现最大的价值，并从中得到幸福。” 

7.1.2. 改革教育体系 培养学生兴趣 
改革教育体系，激发大学生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的兴趣，培养复合型人才，使他们更积极乐观地

接受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积极应对未来的挑战。高校可以更新包含人工智能的知识体系，融入到课程

当中，完善课程体系。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培养和吸收更多人才。使学生有能力，有热情，有

勇气去面对未来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挑战。当今时代，已有不少研究学者提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

有机融合，如胡小勇、孙硕等在《现代教育技术》中发表的《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愿

景与路径》中所说：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转型更加强调培养人

才的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录，而传统教育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新型人才培养需求，这就迫切需要人工智能在

人才培养“去标准化”进程中赋予重要新动能[14]。并且 201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首届国际人工智能

与教育大会上发布的《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中提到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要开发或加强人工智能

相关课程及其研究，建立能够支持人工智能系统设计、编程和开发的大型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库，形成了

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培养的共同期愿[15]。因此将教育与人工智能融合，更新教育体系，培养新

型人才是高校目前主要的教育目标。 

7.2. 对学生的建议 

7.2.1. 适应新的模式，敢于创新超越 
从适应新的学习方法到自己产生新思维，敢于创新超越机器。李海峰提到人机共生的学习形态，是

人机学习共生体通过“共同化、表出化、联结化和内在化等实现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促进知识

的共同创造”[16]。当代大学生，在了解人机协同的形态和众多模式后，该有所思考有所转变，进行创造。 

7.2.2. 善用 AI 机器，保持自主独立 
有研究指出“在学习者与 AI 交互过程中，担任教练角色的系统比担任同伴的系统享有更大的自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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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相应地在教练系统中的自主度就更小。”在受到系统便利的同时，自主灵活调节和安排自己的学

习，避免机器过多干预而降低学生的学习能力，争取从阶段一向阶段三进阶。 

7.3. 对企业的建议 

7.3.1. 引进智能技术，更新机制体系 
企业应该适应时代变化，及时引进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技术，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的体系与机制。例

如丁露提出的“互联网+”时代下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呈现管理大数据化、招聘的网络化、知识高要求化、

上下级界限的弱化，并提出大数据管理的管理策略[17]。在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后，吸引“志同道合”

的择业大学生。 

7.3.2. 输出智能宣传，抓住贤能之才 
企业可以增加关于机器人面试和智能化培训的宣传内容，减少那些对于人机协同焦虑或持观望态度

的大学生的心理屏障，以此避免企业损失真正有能力却因主观态度模糊而放弃机会的大学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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