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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云南高职学生就业技能差距及提升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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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就业市场的背景下，边疆地区高职学生的就业适应性问题日益明显。本文基于云南省

10所高职院校与省内企业的调研数据，从技术应用能力、批判性思维与跨领域协作三大方向、分析了就业技能差距，系统

分析了当前存在的结构性脱节问题。研究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薄弱及学生AI认知不足是造成差距的主要

因素。对于这一现象，本文提出“政-校-企-生”四维联动的策略建议：优化AI专业课程设置，强化教师培训与实践平台

建设；推动政府加大支持与政策引导，构建产教融合生态；鼓励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引导学生提升核心技能与创新能

力。研究旨在为边疆地区高职教育在AI时代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政策参考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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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对就业结构、岗位内容与技能需求的

影响日益明显。AI技术在制造业、金融、医疗及教育等领

域的广泛应用，不仅催生了多种新型岗位的出现，如算法

工程师、数据标注师等新职业，也对传统职业提出了新的

复合能力要求，要求从业者能够进行人机协作、数据分析

与跨领域整合等能力。然而，技术发展的红利分布并不均

衡。对于处于国家边疆的云南地区而言，由于区域经济基

础薄弱、数字基础设施滞后，以及民族多样性背景下的教

育适配问题，使得高职学生面临更大的技能适应压力。尽

管近年来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与智能化融合发展

的政策举措，如《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但实践中政策落实效果仍存差距，尤其是在AI课

程建设、校企合作及学生技术素养等方面问题突出。

本文以云南省为例，结合企业岗位需求与高职学生技能

现状，分析AI时代高职学生技能错位的关键成因，提出对

于AI时代的系统性提升策略。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从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两

个维度构建技能差距分析框架，以全面揭示云南高职学生

技能现状与AI时代需求的错位问题。横向对比以外部参照

系为基础，将云南高职学生技能水平以下两类标准进行比

较：先进地区学生技能水平、企业岗位技能需求;纵向对比

以目标参照系为核心，建立AI时代技能理想模型。 

1.2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包括：

（1）官方数据平台，如教育部、云南省教育厅、人社

局等公开发布数据；

（2）院校调研：覆盖云南10所高职院校，采用分层抽

样法发放问卷，有效样本共计871份；

（3）企业岗位分析：采集2023—2024年云南AI相关岗

位信息共计532条，来源于智联招聘、BOSS直聘平台；

（4）访谈材料：对3所院校智能相关专业负责人及5家

企业人力主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定性佐证资料。

2  就业技能差距现状分析

2.1云南与东部省份的就业技能差距

从就业行业结构来看，东部省份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水平排在前三的行业均为技术含量较高的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

虽然云南也在努力推动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就业，但与东部

省份相比高技术含量行业的就业比例还在处于较低水平。

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对称不仅影响了岗位数量的增长，更限

制了岗位质量的提升，使得云南高职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

面临更大竞争压力。

2.2高职学生就业技能现状

由于处在AI时代发展初期，能够掌握并且熟练使用AI智

能系统的人才稀缺；以及学生传统思维加上对AI智能信息

了解较为表面；和相关智能机械设备较为昂贵，大多学校

资金能力有限，致使云南各高职院校关于AI智能相关专业

设置并不多。各大企业岗位对于能够熟练掌握AI技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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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需求量增加，例如算法工程师、大模型研发工程师、算

力基础设施工程师等岗位的出现。但矛盾的是，各大企业

岗位对于AI技术人员的需求量与高职院校所培养的人才数

量处于不平衡状态[2]。在数据分析能力方面用人单位要求熟

练使用数据处理工具，而大多学生并不具备此能力，在编

程能力方面企业希望员工能够读懂简单代码，而学生中能

够熟练掌握编程技术的占比极少。在此影响下，导致企业

岗位要求较高与学生技能掌握不足的矛盾情况出现[6]。

2.3数字基础设施制约就业能力培养

在智能制造技术快速发展演进背景下，边疆职业院校实

训设备的代际落差逐渐趋于固化。传统加工中心、工业机

器人等核心教学装备的更新周期普遍滞后于前沿技术，导

致实训内容与产业现状形成"技术时差"。这种脱节在精密

制造、数字生产等关键技术领域尤为显著，例如部分院校

智能制造实训室仍在使用单机版数控系统，难以对接工业

互联网平台的实时协同要求[1]。过时设备无法承载智能算法

需求，使 AI视觉检测、预测性维护等新型技能培养受限。 

实训设备与行业最新设备并不兼容，导致学生技能认证与

企业用人需求错配。

3  差距成因分析

3.1区域经济与技术生态制约

云南整体经济体量有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受地形影

响成本高，AI相关人才流动困难。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形

成区域产业协同效应，推动人才、资本、数据资源高效整

合。此外，东部沿海省份普遍具有良好的产业支撑与政

策保障，其政府在科技投入、基础设施配套方面具有更强

的执行力，这进一步扩大了区域间在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差

距。与此同时，云南部分山区林间地区仍未实现5G信号与

高速宽带的全覆盖，边远山区的学生在接触AI教育资源方

面存在天然劣势，导致城乡数字鸿沟问题在边疆地区表现

得尤为突出。

3.2教育资源与培训机会不足

当前云南高职院校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一是师资力量薄弱，具备AI教育能力的“双师型”教师比

例偏低，部分院校甚至无一名教师具备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背景，导致课程建设与数智化教学实施难以深化。二是课

程体系设置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现行教材多采用传统版

本，技术内容滞后，更新周期长；三是实训资源匮乏，不

少院校仅依赖传统机房开展“模拟教学”，难以承载AI实

践课程对于真实环境和高算力平台的依赖[4]。

3.3产教融合机制不完善

虽然政府不断鼓励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但在云南高

职教育实践中仍存在较多障碍。产学协同机制不完善，企

业参与度低，合作多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融合的联合实

验室或项目，云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案例较少且规模有

限。例如，大多数实训项目设置与企业实际业务场景脱

节，无法让学生获得真实项目管理、跨团队协作等实用经

验，从而导致其毕业后难以迅速适应职场节奏。

3.4学生个人及文化因素影响

学生层面也存在多重制约因素。一是学生对AI技术的

认识停留在表层，缺乏深入学习的主动性与规划意识，部

分学生将AI课程视为选修任务，缺乏系统性的学习路径。

二是家庭与社会层面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存在偏差，尤其是

在民族地区，许多家庭仍倾向于引导子女报考传统稳定职

业，如教师、公务员等，对技术类岗位缺乏信任与了解。

三是在文化认知上，部分边疆学生对AI技术的接受度不

高，认为其“高深难懂”，在潜意识中排斥参与相关技能

训练，形成心理隔阂。上述问题共同削弱了学生对AI技能

提升的内生动力，阻碍其形成良好的职业发展通道。

4  就业技能提升策略

4.1高职院校层面策略

高职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必须主动顺应

AI时代的发展趋势，系统推进课程、实训、师资的全面

改革。课程方面，应构建“基础—进阶—融合”三级AI课

程体系，将Python编程、数据可视化等基础内容纳入通识

教育，结合专业特性设置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AI

设计等进阶课程，并将AI工具与各专业课程深度融合，形

成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实训方面，应依托虚拟

现实（VR）、增强现实（AR）、数字孪生等技术打造“沉

浸式”实训平台，弥补物理设备不足所带来的制约，尤

其适用于边疆院校资源匮乏的现实[3]。师资建设方面，需

实施“AI素养提升工程”，通过外派培训、校企共建智能

化“双师型”团队等方式，全面提升教师对AI技术的理解

与教学转化能力[1]。

4.2政府和社会支持策略

政府在推动AI教育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关键引导与资源保



12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7)2025,2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障作用。相关政府部门可对各高职院校提供一定的资金支

持和就业补助，针对部分高职院校资金能力薄弱、AI技术

相关高端设备的购买压力大，政府可针对性对高职院校给

予一定层面的资金支持。对于已经就业的毕业生而言，可

能由于实习期间工资不高等经济压力情况，提供一定的就

业补助，激发毕业生工作积极性；社会层面，企业可与学

校协同促进工作，携手建立“AI实训室”使学校技术紧跟

时代需求[5]。同时，政府应引导社会资本与非营利机构参与

AI人才培养支持，通过设立奖学金、技术竞赛、公益实训

项目等方式，推动教育公平与人才激励机制相结合，增强

社会整体支持氛围。

4.3 企业深度参与路径 

企业作为技术应用的终端，应由“被动配合”转向“

主动参与”，深度嵌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企业也可参与

学校课程建设，可由企业对学生能力进行考察，形成“企

业阅卷人”模式开发，以确保学生所学技能与社会紧密联

系。政府与社会通过“政策引导——校企协同”的链条策

略，AI时代下的就业支持体系。未来需进一步推动技术与

人文素养的平衡，确保学生既能掌握AI工具，又具备创新

和跨领域协同能力，实现个人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双赢。建

立多样化的激励机制，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与就业机会，

也为企业实现人才提前储备，提升校企合作效益[1]。

4.4高职学生自我提升建议

学生是技能提升的最终受益者和实现者，应树立主动

学习、终身成长的意识。提升自己对于AI技术的掌握力，

对于AI技术的重要软件如Python、SQL等编程语言的熟练掌

握，自学精通，行业专用，AI如工科类的数字孪生系统，

商科类的金蝶ERP等；利用AI为自身学习提供支持，将自

己的需求目标通过AI为自己计划一份专属学习计划或自我

提升方案，已达到高质量学习，全方位提升自己的能力，

如人际交流，创新思维。由于目前AI难以和人一样拥有丰

富的情感，人机交流较为冰冷，大多情况人与人交流成效

更优，所以提升自己的交流能力至关重要。机器终究只是

提高生产力的工具，仍需人对机器发出指令，机器才能运

作。所以想要提高自身的就业市场适应力与竞争力，创新

思维同样不可或缺[6]。

5  结尾

AI技术的持续演进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云

南高职学生面临的技能差距不仅是能力层面的欠缺，结构

性、系统性同样存在问题。通过政府、院校、企业与学生

多方位协同，推动机制改革与资源优化，以实现技能供给

与岗位需求的有效匹配。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对AI教育成效

的评估，推动构建边疆AI教育体系，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

的基础上增强区域人才竞争力，助力实现教育公平与区域

协调发展，为高职学生开拓更广阔的就业前景，为区域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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