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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大数据时代为背景，针对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问题，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为例展开研究。

文章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对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的新要求及积极影响，并从优化就业服务、创新教育模

式、拓展实践平台三个维度，详细探讨了提升就业能力的有效路径。同时，构建了包括政策扶持、人才

培养与引进、大数据技术应用环境优化在内的保障机制。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实践案例验证了这些措施

的有效性。本研究为高职商科教育在大数据时代下的就业能力提升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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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big data era, investigates the enhancement of 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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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vocational business students, using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s a case study. 
The study analyzes the new requirements and positive impacts of the big data era on the employa-
bility of vocational business students. It explores effective pathways to improve employabil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 optimizing employment services, innovating educational models, and expanding 
practical platforms. Additionall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support mechanism that 
includes policy support, talent cultivation and recruitmen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big data tech-
nology application environments. The practical case of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val-
id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measur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enhancing employability in voc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big dat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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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对全球就业市

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高职商科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

广泛应用为高职商科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和多元化的职业路径；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就业

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更多元化的要求。因此，如何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有效提升高职商科学生的就

业竞争力，成为当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深入探讨大数据时代对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

的影响及提升策略，选取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作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综合运用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等方

法，揭示大数据时代对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的新要求与挑战，探讨其内在逻辑与规律，并提出具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策略与保障机制。 

2. 大数据时代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2.1. 大数据时代对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的新要求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高职商科教育正迎来转型新阶段，学生就业竞争力成为评估其

职场适应力的关键。为契合大数据环境需求，高职商科学生需全面增强就业竞争力。 
首先数据分析能力成为必备技能，学生需掌握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从复杂数据中提炼有价值信息，

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依据[1]。这不仅深化了学生对市场趋势与消费者偏好的理解，更为其职场竞争占据

优势。 
同时，创新思维在大数据环境下尤为重要。市场与技术的快速变化要求高职商科学生具备敏锐的市

场触觉与前瞻性创新思维，勇于探索新商业模式与解决方案，以灵活应对市场变化。这种创新能力将助

力学生在职场中保持竞争优势，引领行业发展。 
其次，团队协作能力在大数据项目中同样关键。跨部门、跨领域合作要求学生展现卓越的团队协作

与沟通技巧。学会倾听、积极贡献观点并共同解决问题，将有助于学生更快融入职场，提高工作效率与

团队协作能力。 
此外，信息处理能力不可或缺。面对信息爆炸，学生需迅速搜集、归纳与分析信息，准确把握市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48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徐浩 
 

 

DOI: 10.12677/ae.2025.153480 843 教育进展 
 

动态与行业走向，为就业决策提供有力支持。这将使学生在职场中展现出敏锐的信息洞察力与高效决策

执行力，为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2. 大数据时代对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积极影响 

在大数据时代的浪潮中，高职商科学生的就业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趋势对个体的职业规划与

行业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大数据时代对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的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首先，大数据时代助力学生精准对接市场需求。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高职商科学生能够更为

深入地洞察市场动态，把握行业趋势。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在职业规划阶段更精准定位市场需求，从而

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职业发展路径。这种与市场需求的紧密对接，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也

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大数据时代为学生拓展了丰富的创业机会。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学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创业资源，使他们能够更为便捷地发现市场空白与潜在商机。通过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学生能够

识别出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进而降低创业风险，提高创业成功率。这一趋势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创

业热情，也为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最后，具备大数据能力的高职商科学生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在大数据技术的

支撑下，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转型[2]。他们的创

新思维与实践能力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同时，这些具备

大数据技能的人才也成为了企业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进一步提升了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3. 大数据时代下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3.1. 优化就业服务流程，实现精准化匹配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构建智能化就业服务平台成为提升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的关键。通过整合

学生能力画像与市场需求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岗位的精准推荐[3]。例如，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与智

联招聘等平台的合作，借助算法精准匹配学生简历与企业需求，推荐成功率提升 30%。此外，开发职业

规划辅助系统，结合学生兴趣与行业趋势，提供定制化的就业建议，学生的就业满意度提升 25%。 

3.2. 创新“数据驱动”教育模式 

为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求，高职商科教育需进行动态调整。一方面，增设“商务数据分析”“大数据

营销”等课程，将数据工具融入传统商科教学，如市场营销课程中引入企业真实销售数据进行分析。另

一方面，推行个性化教学，利用学习行为分析系统实时监测学生进度，并推送定制学习资源，学习效率

提升 35%。同时，拓展国际化视野，对接全球就业数据，开设跨境电商、国际商务等课程，培养学生的

跨文化适应能力。目前，已有超过 30%的学生通过这类课程获得了国家认可的证书或资格。 

3.3. 深化校企协同，搭建实战化实践平台 

深化校企协同是提升学生实战技能的重要途径。通过联合企业设计大数据驱动的实践任务，如农产

品营销数据分析项目，让学生完成从数据采集、清洗到策略制定的全流程，掌握实战技能。此外，与久

其软件等企业合作开发虚拟仿真平台，让学生在虚拟场景中运用大数据工具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应变能

力[4]。同时，强化创业资源整合，通过大数据平台聚合创业导师、融资渠道及行业数据，为学生提供一

站式创业支持，降低试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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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数据时代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保障机制 

4.1. 政策扶持与数据驱动的就业生态构建 

政府应基于大数据分析识别潜力领域，制定专项创业扶持计划，提供创业补贴、低息贷款等政策，

降低学生创业门槛。同时，联合金融机构成立大数据创业基金，通过智能评估筛选高潜力项目，确保资

金精准投放。这些政策扶持措施有助于构建数据驱动的就业生态，为高职商科学生提供更好的创业与就

业环境。 

4.2. 人才支撑与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 

为提升高职商科学生的就业能力，需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引进。一方面，优化师资结构，引进兼

具商科背景与大数据技术的高端人才，提升教学团队的技术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建立校企共育机制，

与京东、美团等企业共建“双师型”队伍，确保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无缝衔接。这些措施有助于培养具

备“数据+商业”双核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4.3. 优化大数据技术应用环境 

为支持高职商科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需夯实数据应用基础并优化技术环境。一方面，升级基础设

施建设，建设高性能数据处理中心和云计算平台等先进设施，保障数据安全、存储能力和计算效率等方

面的需求。另一方面，推动技术融合创新，开发适用于商科教育的大数据工具和应用软件如消费者画像

分析系统等，引导学生从数据中挖掘商业价值并培养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5]。这些技术环境优化措施有

助于提升学生的数据应用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5. 案例分析：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实践探索 

5.1. 就业服务优化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构建了智能化的就业服务平台，显著提升了就业服务的

精准性和效率。学院通过整合学生的学业成绩、实习经历、技能证书等多维度数据，结合企业招聘需求，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推荐服务。例如，学院与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平台合作，利用大数据分析工

具，实时匹配学生简历与岗位需求，推荐成功率提高了 30%以上。此外，学院还开发了职业规划辅助系

统，通过分析学生的兴趣测试结果和职业倾向，为其提供定制化的职业发展建议。据统计，使用该系统

的学生对就业方向的满意度提升了 25%。 

5.2. 教育模式创新 

在课程设置方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积极响应市场需求，新增了“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商务数据

分析”等课程，并将大数据技术融入传统商科课程中。例如，在市场营销课程中，引入真实的企业销售

数据，让学生通过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市场细分和消费者行为分析。学院还开发了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教学

系统，实时跟踪学生的学习行为，分析其知识掌握情况，并推送个性化的学习资源。通过这一系统，学

生的学习效率提高了 20%，课程通过率提升了 15%。此外，学院还与多家企业合作开发了虚拟仿真教学

平台，让学生在模拟的商业环境中运用大数据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5.3. 实践平台拓展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通过深化校企合作，构建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实践平台。学院与久其软件合作开

展的农产品营销项目是典型案例之一。该项目以北京市农产品流通数据为基础，要求学生运用大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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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工具，研究消费者偏好和市场趋势，为企业制定营销策略。通过这一项目，学生不仅掌握了数据采集、

清洗、分析和可视化的全流程技能，还培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学院还与京东、美团等企业

合作，建立了校外实习基地，每年为学生提供超过 500 个实习岗位。据统计，参与这些实践项目的学生

就业率高达 95%，其中超过 60%的学生在实习企业实现了直接就业。 

6. 未来与展望 

大数据时代为高职商科学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优化就业服务、创新教育模式、拓展实践

平台以及完善保障机制，可以有效提升高职商科学生的就业能力[6]。未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

高职商科教育应持续探索创新，为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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