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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到来，目

前我国各个高校都大力开发校园信息化建设，而校园一卡通

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校园一卡通记录着学生的个人信息，

因此具有个人身份认证、金融服务功能、综合消费的功能等

等。校园一卡通集成学校所有资源，通过校园一卡通数据的

采集能够充分掌握学生的动态、实时的消费情况。一卡通的

用途不仅要用于消费结算的功能而是通过智能的数字化管理

对学生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

为帮助在校的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施行助学金政策。近几年国家

大力发展教育，鼓励学校扩招，如何对助学金的精准资助，成

为我们关注的问题，助学金精准资助方法研究也越来越受到

大家的关注。本次研究从研究学生在学校的日常行为入手，

分析学生图书借阅数据、图书馆门禁数据、宿舍门禁数据、成

绩排名数据、校园一卡通消费等。从各个方面综合且全面的

考量学生。避免了“假贫困”问题，能够对贫困学生助学金

精准提高。

1  现状分析

我国现在对于高校大学生的资助准确性存在的问题如下：

对于学生认定方式单一。目前我国高校多采用学生家庭

情况调查——资助申请——贫困生审核——投票选出结果，

这种情况表面公平实则很多细节需要仔细调查。

资助后对学生的引导不到位。在高校评奖学金的过程中

最看重的是成绩，通过考试成绩排名来确定奖学金，这就造

成资助后引导存在问题。不能达到良好的扶贫效果。

资助体制存在问题。在功效的资助体制中，有时会出现

资助不足或者重复资助相同的学生，资助的同时部分学生会

对助学金产生依赖性。

资助制度存在问题。第一，学生填报信息出现虚假情况，

第二，资助后对贫困生的指导和思想教育存在不足。

2  相关技术

数据描述。实验数据根据学生的日常分为三类：图书馆

借阅书籍数据、校园卡生活消费数据、学生历年平均成绩数

据。

特征构造。从介绍的五大类数据进行特征提取。所有特

征表示成向量：，N 为特征维数。本文特征维数为 555。由于

数据中用户天数存在较大偏差，所以用户消费总额或者计数

等指标应除以用户的有效天数，才能保证特征更加具有“公

平性”。

特征处理。由于特征中含有部分缺失值，因此对特征进

行缺失值填充处理。缺失值填充的方式有很多种：均值、众

数、中位数、0、-1 进行缺失值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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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高校的贫困资助方式提供新的理论与技术的支持，同时也让各个高校找到新的机遇研究精准

资助工作。我国绝大多数高校致力于校园信息化网络建设中，本次研究从研究学生在学校的日常行为入手，分析学生图书借阅数据、图书馆

门禁数据、宿舍门禁数据、成绩排名数据、校园一卡通消费等。从各个方面综合且全面的考虑学生。避免了“假贫困”问题，能够对贫困学

生助学金精准提高。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本文基于机器学习方法，使用校园一卡通数据对助学金的发放进行精准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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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选择。特征选择有三种方法：过滤型、嵌入型、包裹

型。结合本文对三种方法的比较，本次选择包裹型方法对特

征进行选择。

模型选择。机器学习模型分为树模型和非树模型。本文

使用目前最常见的三种树模型：Random Fores t、GBDT、

XGB。

3  实验结果

本次研究实验数据采用某高校学生的校园一卡通分消费

数据。研究对象共有 12231 名学生，其中没有获得助学金与

奖学金的人数共有 9654 人，占本次研究对象人数的 84%；获

得三等助学金的有 782 人，占本次研究对象人数的 7%；获得

二等助学金的有 554 人，占本次研究对象人数的 6%；获得一

等助学金的有 395 人，占本次研究对象人数的 3%。本次实验

的样本数据存在分布不平衡性，所以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时要

进行保证样本权重相等。采用两种方法：数据采样和设置样

本权重。

分析得出学生成绩的排名、校园卡消费数据，尤其是食

堂消费数据和地点成为对是否获得助学金的最大影响因素之

一。由此分析三个模型的效率：GBDT<RF<XGB。因此将最

后的结果按照分类器的性能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最后的结果为

0.02943。模型融合后的结果比 GBDT 的结果高了 0.00770、

比 XGB的结果提高了 0.00222、比 RF 的结果提高了0.00106。

随着高校进入大数据时代，传统的助学金预测方法已经

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如何从海量的学生一卡通数据中提取有

价值的特征，进而预测用户获得助学金情况成为现代高校的

重要研究内容。本文以高校学生数据为基础，探讨了用户特

征提取方法，利用监督机器学习方法，多模型加权融合，预

测用户获得助学金概率。最后，笔者基于上述方法开展了助

学金预测的检验工作。在未来的工作中，笔者将继续完善预

测模型，并将其优化。通过扫描学生的一卡通，可以显示出

该学生获得助学金或者奖学金的概率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个设计一方面可以激励身边的同学学习也可以让学生自己

控制自己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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