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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未来管理者的工作内容也将由人人互动的行动执行者，逐步变为人机互动的运筹者。

这要求商科研究生教育不能再照搬传统，而是需要在智能理念、智能知识与智能工具等方面快速更新，

以完成由人际互动管理专家向人机协同管理专家的培养方向转变。本文从多元化课程建设、数字化实践

教学体系构建、“智能商科”师资队伍建设和评价体系创新等方面对新商科人才培养路径进行探讨，以

促进商科研究生的数字化素养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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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job content of future managers will gra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5291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5291
https://www.hanspub.org/


刘朝霞，董晓松 
 

 

DOI: 10.12677/ces.2024.125291 328 创新教育研究 
 

ually shift from action executors of human-to-human interaction to operators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his requires that business graduate education cannot simply follow the traditional 
model but needs to quickly update in terms of intelligent concepts, knowledge, and tools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management experts 
to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exper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ath of cultivat-
ing new business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versifie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estab-
lishment of a digital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the building of a “smart business” teaching staff, 
and the innova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s, aiming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business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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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正在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力图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推进教育变革

创新。2020 年，教育部全面启动了“新商科”建设工作，旨在对传统商科发展进行学科的重组交叉，将

新技术融入商科课程，为学生提供更综合性的跨学科教育[1]。2021 年，光明日报文章指出，智能经济的

新业态和新模式迫切需要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的高层次复合型商科人才[2]。2022 年，教育部发布《人工智

能领域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试行)》[3]，强调培养“人工智能 + X”复合型人才的迫切性，凸显了商

科教育改革的迫切性。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4]再次提出“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然而，面对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商科研究生教育不能再照搬传统[5]，亟需解决传统商科教育存在

的单科知识结构、数字思维和技术缺失、课堂教学与商业实践脱节等问题。因此，商科研究生教育应紧

跟人工智能时代的步伐，把握新文科建设机遇，转变人才培养理念，重塑商科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

商科教育创新发展。 

2. 人工智能背景下商科研究生培养需求 

2.1. 高等院校对“人工智能 + 商科”师资人才队伍的需求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提升商科教学和研究的效率和质量，还可以拓展商科的边界和视野，促进商科与

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创造新的价值和商业模式。因此，高等院校对“人工智能 + 商科”复合型师资人

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尤其是同时具备商科相关知识素养和人工智能相关知识技能且可以跨学科协作创新

的复合型人才[6]。这使得高等院校商科教师不仅要能够理解和分析商科的实际问题和需求，还要能够掌

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工具，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有效的解决和优化，同时也要能够关注人

工智能技术在商科领域的伦理、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影响和责任，为人工智能与商科的深度融合和创新

发展做出贡献。但目前具有商科和人工智能双重背景的教师相对稀缺，高等院校亟需在研究生教育阶段

培育具备人工智能知识的商科专业人才，以扩充和优化教师队伍，这对于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发展

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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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对“人工智能 + 商科”技术人才队伍的需求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商业领域的运营模式、竞争格局和创新路径，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机遇

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对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商业问题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

根据德勤第 5 次企业 AI 应用调查，受访企业中仅仅 28%的企业已跻身为“AI 变革者”[7]。也就是说，

不到三分之一的企业大量部署 AI 并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与最高 AI 成果相关的领先实践。企业的 AI 成熟

度还不够，这体现了对“人工智能 + 商科”技术人才的高度需求。目前，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

算机视觉、智能语音等方向的企业需求量是比较高的，同时也是目前求职人才的岗位意向度比较高的。

因此，重视“人工智能 + 商科”研究生的培养，向企业输送掌握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的商业人才，可以

帮助解决商业领域中如客户画像、精准营销、风险管理、智能客服等具体应用问题。此外，还可以制定

和执行企业级 AI 战略，帮助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和竞争格局。 

2.3. 科研院所对“人工智能 + 商科”研究人才队伍的需求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研究人才总量虽然有所增长，但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特别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缺少顶尖人才[8]。科研院所作为“人工智能 + 商科”的重要研究主体，对该领域

的研究人才队伍的需求也日益增长。高层次的“人工智能 + 商科”研究人才队伍应具备人工智能和商科

的双重背景，能够与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家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开展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的

“人工智能 + 商科”的研究项目，形成综合性、系统性、前沿性的研究成果，推动“人工智能 + 商科”

的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此外，同时也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在商科领域的伦理、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影响

和责任，为“人工智能 + 商科”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做出贡献。最后，还应该具备国际视野和竞争力，

关注和参与国际“人工智能 + 商科”的研究动态和趋势，与国际同行进行深入的学术对话和合作，提升

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我国在“人工智能 + 商科”领域的创新发展和国际竞争提供人才支撑。 

3. 人工智能背景下商科研究生培养现状分析 

3.1. 商科课程体系建设不够全面 

商科课程体系是商科教育的核心，也是商科人才培养的基础。然而，当前的商科课程体系建设还存

在着不够全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是

当今商业领域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商科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方法。然而，目前的商科课程体系中，对人工

智能技术的涉及和教授还很有限，缺乏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的系统性和深入性的教

学。第二，缺乏对商科理论的创新。商科理论是商科研究的指导和支撑，也是商科研究生的重要学习内

容。然而，目前的商科课程体系中，对商科理论的教授还很传统，过于依赖西方的商科理论，缺乏对人

工智能技术对商科理论的影响和启示的关注和反思，导致商科研究生缺乏对商科理论的创新和批判性思

维，难以形成自己的商科理论体系和视角。第三，缺乏对商科实践的关联。商科实践是商科研究的源泉

和目的，也是商科研究生的重要学习途径。然而，在目前的商科课程体系中，对商科实践的教学还很脱

节，过于强调理论的学习，忽视实践的学习，缺乏对商科实践的实地考察、项目实践等有效的教学方式，

导致商科研究生缺乏对商科实践的了解和参与，难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2. 商科人才培养方式单一 

人才培养方式是商科教育的手段，也是商科人才培养的保障。然而，当前的人才培养方式还存在着

单一的问题[9]，主要表现为过于依赖课堂的学习、教师的教授和学校的培养。目前的人才培养方式还是

以课堂为主要的学习场所、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的讲授为主要的教学方式、以学校的培养计划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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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内容。然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动学习的能力，忽视了课外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机会，忽

视了社会的培养需求和培养资源。这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等能力，也不

利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跨领域和跨文化的学习能力。此外，还会导致学生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效果与社

会的需求和期望不一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适应能力。 

3.3. 学术产出与实践应用水平不强 

学术产出与实践应用是商科研究的结果，也是商科人才培养的检验。然而，当前的学术产出与实践

应用水平还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不高、实践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足。目前商

科研究生的学术产出主要是以论文为主，但是非传统优势商科院校研究生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不高，发表

论文的渠道少、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也不大。商科研究生的实践应用目前主要是以项目为主，但是

项目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大量重复、雷同的项目反复出现在各大商科竞赛中，难以有技术或理念上的突

破或创新。此外，还有局限于自身对于人工智能知识和技术掌握，导致项目可操作性不强。 

3.4. 师资力量不完备 

师资力量是商科教育的资源，也是商科人才培养的支撑。然而，当前的部分高等院校的师资力量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师资队伍的数量和结构不合理。目前，由于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起步较晚，大部分高等院

校能够配备教授“人工智能 + 商科”的师资队伍不够，大部分缺乏对人工智能的实践了解和参与。此外，

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对三年制研究生的培养采取“1 + 5”研究生院和导师分段式教学培养模式。也就是

在第 1 学期里，研究生由研究生学院负责统一培养，而后面 5 个学期则由各自导师负责培养研究生[10]。
在导师培养阶段，一名导师指导多名学生，导师对学生全方面负责。这不仅对商科教师关于“人工智能 + 
商科”的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对他们的精力也是更大的考验。 

4. 人工智能背景下商科研究生多元化培养方案 

4.1. 多元化课程设计 

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商科教育需求，采用多元化的课程设计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商科知识、人

工智能技能和跨学科能力。具体而言，本专业的课程设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新商科专业群，按照

“公共教育教养课程 + 职业知识课程 + 职业能力课程 + 职业素养课程”的构架，实行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全校通选课课程体系。在公共基础课程中，除了传统的

政治、英语等课程外，还增加了人工智能导论、数据科学等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和思

维方式。在专业基础课程中，除了传统的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等课程外，还增加了机器学习、深度

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和方法。在专业核心课程中，根据不同的

专业方向，设置了人工智能与金融、人工智能与营销、人工智能与运营、人工智能与商业智能等课程，

以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与商科的交叉应用能力。在专业选修课程中，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发展方向，提供

了人工智能与商业伦理、人工智能与商业模式、人工智能与商业智能、人工智能与商业分析等课程，以

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与商科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在全校通选课程中，根据人工智能与商科的社会影

响和责任，提供了人工智能与社会、人工智能与法律、人工智能与伦理等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

与商科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素养。 

4.2. 研究生培养与产业需求贴合 

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商科产业需求，采用与产业需求贴合的研究生培养方式更有助于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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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科实践能力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11]。首先，深化产教融合，建立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机构、平

台的合作关系，开展校企联合培养、校企联合科研、校企联合创新等活动，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实

践的机会和平台。其次，探索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式，以人工智能与商科领域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应用问题为牵引，组织学生参与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的研究项目，培养学生的问题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的能力。最后，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发展方向，为学生提供不

同的培养路径和培养内容，如学术型、应用型、创新型等，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专业化发展。大力

提升研究生创新和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参与国内外的学术竞赛、创新创业大赛、科技展示等活动，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水平和实践效果。 

4.3. 打造“智能商科”师资团队 

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商科教学需求，打造“智能商科”教学团队的方式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商

科师资力量和人工智能教学能力。具体而言，首先要建立以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学历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为

主、由国际一流专家、学者组成客座、讲座教师群体为辅的师资队伍，形成人工智能与商科的双重背景、

双师型、复合型的教师结构。其次，加强教师的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鼓励教师参与国内外的人工智能

与商科领域的重大科研项目、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等，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为学生提供

最新的学科知识和学术动态。此外，加强教师的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鼓励教师探索人工智能与商科领

域的新型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为学生提供最优的教学

环境和教学体验。最后，加强教师的实践能力和产业合作，鼓励教师参与人工智能与商科领域的实际应

用项目、产学研合作项目、社会服务项目等，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效果，为学生提供最实用的教

学内容和教学案例。 

4.4. 创新商科研究生考核评价体系 

为了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商科评价需求，创新商科研究生考核评价体系的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全

面发展。首先，以成果评价为突破口，科学评价论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多种成果形式，打破学科壁

垒和“唯学术论文”评价方式，激励学生在人工智能与商科领域的创新和实践。其次，推进不同类型研

究生的分类评价机制，根据学生的培养目标和发展方向，设置不同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体现人才培

养的多样性和个性化。最后，建立与社会和产业需求相对接的人才评价机制，加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企

业、机构、平台的合作，开展校企联合培养、校企联合科研、校企联合创新等活动，为学生提供实习、

实训、实践的机会和平台。 

5.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商科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对人工智能 + 商科的

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在商科研究生培养方面保持竞争力，高等院校需要适应时代变化，根据当

前社会市场的人才需求，不断推进人工智能与商科的融合创新，为国家培育出具有学科优势特色的高素

质、高水准、高层次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精准还是丰富？平台推荐多样性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信息结构、异质浏

览与时空组态(72272072)；2023 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一流研究生)项目：

“人工智能背景下商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0233-A1-5300-23-0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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