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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质生产力重塑教育生态的变革期，民办高校帮扶体系面临数字化转型与育人模式创新的双重挑战。

针对现有帮扶模式存在的技术渗透不足、资源整合低效、产教协同薄弱等痛点，亟需构建智能驱动、多

维联动的现代化帮扶体系。本文立足经济支持、精神引领、能力赋能三大维度，提出适配民办高校特质

的发展型资助工作路径。将经济解困、价值塑造和素质提升有机融合，着力破解保障型资助“重救济轻

发展”的现实困境，研究成果为民办高校优化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资助育人体系提供参考，助力培养符

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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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ransformative era wher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reshaping the educational ecosys-
tem, private universities’ student support systems face dual challeng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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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Addressing persistent pain points in existing support mecha-
nisms, such as inadequate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n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ragmented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oration,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develop an intelligent-driven, multi-di-
mensional synergistic support framework. Grounded in three pillars, economic assistance, ideologi-
cal guidance, and capacity empowerment, this study proposes a developmental funding pathway tai-
lored to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By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economic re-
lief, value cultivation, and competency enhancement, it aims to resolve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se-
curity-oriented support systems that prioritize immediate aid ov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provide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optimizing funding-based education systems in private uni-
versities under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aradigm, ultimately fostering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aligned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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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与新工业革命叠加快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质

生产力正重构产业生态与人才需求格局[1] [2]。在此过程中，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办

高校，其学生资助体系正面临从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型的迫切需求[3]。 
近年来，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研究成为国内高等教育育人领域的热点。张志勇针对高校新形势

下的资助育人工作进行探索，提出新形势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要重点围绕经济资助的各个环节和学生价

值观的塑造、优良道德品质的养成、精神的培育做好资助育人[4]。肖丽等认为在全面建设教育现代化发

展新阶段，高校资助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实施“三全育人”理念[5]。段少帅等

认为高校应该创新工作理念，完善资助体系，巧用“互联网+”技术，精准识别贫困生，实现资助育人[6]。
综上，当前高校虽在资助育人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尚缺乏针对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发展型资助育人工

作的实施路径研究，尤其是在民办高校领域。研究显示，财政约束导致的资源供给不足构成民办高校首

要制约因素：民办高校约 70%以上的运营经费依赖学费收入，致使资助资金规模受限，难以覆盖逐年扩

大的学生需求。其次，受助群体异质性加剧带来的管理挑战不容忽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多数存在多

维能力发展滞后问题，传统“一刀切”的资助模式已无法满足个性化成长需求。更值得关注的是，现有

资助体系在精神引领与能力赋能维度存在结构性缺失，仅有少数民办高校建立“经济帮扶–素质提升–

职业发展”的闭环机制[7]，这与新质生产力所需的人才培养标准有较大差距。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资助育人工作路径展开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法，从经济支持、精

神引领、能力赋能三个层面对民办高校学生进行调研，确认目前该高校在资助育人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并结合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对人才发展提出的最新要求，提出“三维协同”发展型资助框架，为破解经济

援助与素质培养的割裂困境提供理论参照。 

2.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民办高校资助工作现状 

本文通过对民办高校学生进行主题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满意度”的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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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共回收 517 份有效问卷，参与学生分布大一到大四各年级。资助育人工作满意度主要分为经济支持、

精神引领与能力赋能三个维度，结果见表 1 所示。 
 
Table 1. Satisfaction with funding-based education initiatives 
表 1. 资助育人工作满意度 

维度 经济支持 精神引领 能力赋能 

资助育人工作满意度(5 分为满分) 3.61 3.23 3.12 

 
通过以上结果发现，学生对现有资助育人工作的满意度，无论是从经济支持、精神引领还是能力赋

能维度均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精神引领与能力赋能方面，满意度相对较低。 
依据问卷结果，在经济支持过程中，部分学生认为学校目前仅靠学生提交申请、纸质材料审核等程

序无法实现资助育人过程的“公平、公开、公正”，学生满意度见表 2 所示。 
 
Table 2. Satisfaction with the funding-based education process 
表 2. 资助育人过程的满意度 

过程 公平 公开 公正 

工作满意度(5 分为满分) 3.03 4.01 3.45 

 
在资助育人工作过程中，超过 75%学生希望在经济支持、精神引领、能力赋能三个维度加大工作的

力度，同时，超过 50%的学生认为当前民办高校育人工作存在帮扶形式单一、缺乏个性化支持以及后续

跟踪不足等问题；超过 60%的学生愿意参与到学校针对上述三个维度的活动中去。尤其在能力赋能维度，

仅有 2.3%的学生明确表达不愿意参与相关活动，见表 3 所示。 
 
Table 3. Student dissatisfaction with current activities and willingness for improvement 
表 3. 学生对现有活动的不满度以及对改进后活动的参与意愿度 

维度 经济支持 精神引领 能力赋能 

加大工作力度(%) 80.08% 74.85% 81.82% 

参与意愿强烈 81.04% 64.99% 76.02% 

 
通过以上问卷的结果分析，民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虽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很大的不足。 

2.1. 经济支持维度，数字化监测技术与资源约束 

民办高校在精准识别环节存在显著技术短板，多数依赖传统纸质材料审核，误判率较高。资助方式

呈现刚性化特征，多数民办院校仍采用固定金额发放模式，缺乏与学业表现、能力提升挂钩的动态调整

机制。此外，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复杂多样，给资助育人工作带来了挑战，学校需要针对不同家庭经济困

难程度的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资助方案，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 

2.2. 精神引领维度，人文关怀体系缺位 

心理帮扶系统呈现碎片化特征，未能建立常态化心理干预与生涯规划指导机制，仅少数民办高校配备

专业心理数据分析师，先进技术应用率不足，价值引导存在脱节，在资助育人过程中思政元素过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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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载体创新不足，导致精神帮扶停留于讲座、征文等传统形式，学生普遍反映“缺乏获得感的帮扶体验”。 

2.3. 能力赋能维度，产教融合深度不足与实践脱节 

民办高校由于资金与资源的限制，现代化的实验实训基地过少，学生难以在学校获得更多的实训实

践机会，导致相关能力较弱。此外，技能培养呈现“重证书获取、轻实践应用”倾向，创新创业支持与产

业需求脱节，且培训内容多集中于基础办公技能，对学生创新思维、数字化素养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培养相对缺乏。 

3.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民办高校实施发展型资助工作的必要性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科创是引擎，全面加强高水平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培养是关键，对人才

的综合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其资助育人工作不仅关乎困难学生个人的

成长与发展，更对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以及推动高校人才培养的进步具有深远意义。 

3.1. 传统模式迭代的必然要求 

民办高校现有帮扶体系与产业变革速度形成显著落差，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人才需求逐年增长，但

受助生相关技能掌握率不足。研究显示，采用发展型资助模式的院校，受助生就业适配度可大幅提升，

离职率降低。通过构建“经济支持–精神引领–能力赋能”三维协同的发展型资助新模式，可解决当前

帮扶资源配置错位难题，使受资助学生的职业竞争力培养效率大幅提升。 

3.2. 教育公平深化的战略选择 

民办高校容纳全国约 30%的家庭首代大学生，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共同富裕进程。当前民办与公立

院校受助生数字技能差距相对较大，通过能力赋能维度的发展型资助模式实施，可以有效提升民办高校

学生的综合实践技能，实用技术掌握率大幅提升。进而提升民办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有效缩小教育产出

差距，为促进教育公平深化做贡献。 

3.3. 民办教育升级的核心抓手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才素质的新要求迫使民办高校重塑帮扶生态，数字化监测系统对困难学生进行

“数字画像”，通过对其学校内部场景日常消费的分析，可大幅提升资助对象的精准度。产教融合的深

度推进，能将企业资源导入效率提高，如某民办院校引入“产业帮扶云平台”后，实训项目增长 220%，

进而实现发展型资助推动民办高校创造价值增量。 

3.4. 政策导向落地的实践需求 

《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对智能化资助体系有明确要求，但民办高校达标率较低。通过构建“经济

支持–精神引领–能力赋能”三维系统资助育人模式，可有效帮助当前民办院校解决在资助育人过程中

存在的协同机制缺失问题。发展型资助研究将为民办高校提供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可使帮扶成本

效益比优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公平新模式。 

4.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民办高校发展型资助工作路径 

在新质生产力重塑教育生态的变革期，民办高校帮扶体系面临数字化转型与育人模式创新的双重挑

战。针对现有帮扶系统存在的技术渗透不足、资源整合低效、产教协同薄弱等痛点，亟需构建智能驱动、

多维联动的现代化帮扶体系。本文立足物质帮扶、精神引领、能力赋能三大维度，提出适配民办高校特

质的发展型帮扶路径，见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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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evelopmental funding implementation pathway for private universit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图 1.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民办高校发展型资助工作路径 

4.1. 经济支持维度：智能技术赋能的精准保障体系革新 

通过智能技术的运用，实现多源数据融合的精准识别机制构建，并在日常生活中，针对校园日常场

景资金消费进行统计分析，确定学生的精准数字画像，并建立多维度的弹性化动态资助新模式，大大提

升民办高校资助育人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4.1.1. 多源数据融合的精准识别机制构建 
通过学校一站式服务中心打通校园各系统的后台数据孤岛，实现各数据的调取联动，整合校园消费

系统(日均餐饮消费 ≤ 10 元触发预警)、电子考勤记录(缺勤率 ≥ 15%自动标记)、网络学习轨迹(雨课堂数

据分析)、图书馆借阅记录、自习室考勤记录、社交网络消费表现等行为数据，构建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

数字画像，将精准画像反馈给学校资助中心，由相关辅导员进行跟踪，实时调控资助数据，实现受困学

生的动态评估。并建立特困学生资助金流转分布式账本，监控大额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而实现资助对象

的精准识别。 

4.1.2. 弹性化动态资助模式创新 
将学科竞赛获奖、技能证书获取、志愿者活动参与、三下乡暑期活动参与等多项成长指标积分量化，

积分可折现或兑换实训实习资源。依据学校电表监测系统，宿舍月均用电量低于校区均值 20%可获能源

补贴等方式实现经济帮扶的精准支持。搭建多参数预警模型，当监测到学生连续 3 日食堂消费下降 40%，

图书馆滞留时间激增 100%时，自动启动临时补助程序认定。 

4.1.3. 共享经济模式下的资源循环体系 
毕业生捐赠的书籍、可重复使用低值耐用品、电子设备等经学校统一管理部署，形成“物资循环漂

流池”，为困难学子提供物质帮扶。此外，将企业捐赠的在线课程、软件等数字资产纳入共享平台，实施

“使用即返还”机制，在提高数字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帮助困难学生提升数字化技能。 

4.2. 精神引领维度：数字人文融合的价值塑造工程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高校资助育人构建“心理–价值–文化”协同体系，破解经济帮扶与精神脱贫

割裂难题，通过心理支持、价值观引导、文化浸润三者形成闭环，为民办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精神引

领维度提供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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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智能技术赋能的立体心理支持模式 
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心理支持是破解“经济解困与精神脱贫不同步”矛盾的关键切口。本文以

“全周期陪伴、多维度干预、内生力激活”为核心理念，实现智能技术赋能的立体心理支持模式。 
首先，学校借助公用网络课程平台，提供有针对性的情境化心理微课，针对受困学生常见的心理困

境设计专题模块，例如“突破贫困标签的心理重构”、“感恩意识向行动力的转化路径”，完成学习后生

成能力图谱。其次，在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设立 24 小时服务的对话机器人，提供模拟朋辈互助场景，有

效缓解受困学生求助羞耻感。再次，通过针对受困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受困学生进行分类，针对心理

韧性不足的学生通过一对一访谈、特殊案例研究等对学生进行精准的心理支持。最后，整合受困学生心

理咨询记录、志愿服务参与度、职业规划进展等数据，形成可视化的心理成长曲线，帮助教师识别受困

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发展”的转变期，最终形成受困学生的成长轨迹数字档案。 

4.2.2. 新媒体矩阵建设的价值观引导机制 
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随着新技术以及新工具在高校工作中的使用，如何做好新媒体矩阵建设，

实现受困学生的价值观引导是重中之重。 
首先，借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发“重走长征路”、“重温红色经典”等 VR 体验项目，将思政教育融

入沉浸式场景。此外，设计“乡村振兴模拟器”等游戏化课程，学生在完成产业规划任务中积累道德积

分。打造“新青年主播训练营”，受助生通过直播助农实现自我价值。 

4.2.3. 数字技术赋能的传统文化浸润 
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是破解“经济支持与文化脱贫割裂”难题的创新路。 
高校可通过通识中心和信息学院相结合，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复现古籍经典、非遗技艺等文化场景，

开发“节气智慧”、“家训解码”等交互式学习模块，使受助生在虚拟体验中理解“自强不息”、“反哺

感恩”等传统价值内涵。创建“文化积分–成长资源”兑换机制，将参与传统文化传播的行为量化为发

展型资助积分。该方式通过技术赋能，使传统文化不再是静态说教，而是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获

益的成长资源，为资助育人注入深层精神动能。 

4.3. 能力赋能维度：产教融合驱动的成长加速机制 

民办高校通过构建产教融合驱动的职业赋能体系，以技术创新驱动精准育人，为民办高校提供可复

制的实践模式。 

4.3.1. 受困学生职业能力提升的赋能路径 
民办高校针对受困学生构建“动态评估–分层培养–精准供给”技能培养体系：运用大数据画像技

术，综合学业表现、职业倾向、产业需求、心理状态建立能力模型，识别个体发展瓶颈。并根据个体差异

性实施分层培养，创建“技能成长银行”，将证书获取、项目成果转化为学分置换作为奖学金评定依据。 

4.3.2. 智能制造场景下的实战能力培养 
通过民办高校现有的数字化实验室，模拟智能化生产线运维场景，针对受困学生进行实战能力专项

培养，提升其实践技能。此外，鼓励学生积极考取相关产业技能证书并进行认证，积极拥抱社会发展新

趋势，形成不可篡改的能力履历。 

4.3.3. 数字经济赋能的创业支持系统 
通过整合民办高校的校企孵化器、校友资源库等，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实施“创能提升计划”。

分层设置创业通识课、产业订单实训、数字化资源匹配服务，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置换机制。并通过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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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闭环，实现受困学生创业孵化率、就业质量的大幅提升。 

4.4. 数据驱动的“三维协同”发展型资助育人闭环管理机制 

民办高校通过构建“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动态优化”闭环管理体系，整合多源数据源建立受困学

生数字画像，运用数字化系统动态评估受困学生困难指数与能力缺口，实现对受困学生的精准帮扶；通

过心理支持、价值观引导、文化浸润三者形成闭环，实现对受困学生的精神引领；通过构建产教融合驱

动的职业赋能体系，实现技术创新驱动下的精准育人；最后，通过对受困学生的可持续跟踪反馈，实现

对数据驱动下的“三维协同”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路径优化，建立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民办高校发展型资

助育人闭环管理长效机制，为民办高校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助育人方案。 

5. 结论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民办高校资助体系通过构建“经济支持–精神引领–能力赋能”三维协同的育

人模式，形成数据驱动评估、数字人文融合、产教协同增益的工作路径，将经济解困、价值塑造和素质

提升有机融合，着力破解保障型资助“重救济轻发展”的现实困境，该模式为民办高校突破资源约束提

供机制参照，为高等教育公平与质量跃迁提供参考，为受困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助力。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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