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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科技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典范以及未来大学的常规样态之一,数智化

大学主要是指一种基于大学数智化转型而实现组织变革、功能创新和效能提升的未来高

等教育机构。 传统大学的数智化转型是数智化技术与大学深度融合的过程,经历了数字

化建设、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3 个阶段。 数智化大学是传统大学数智化转型的自然

产物,是未来大学的一种理想样态和智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场域特征为跨界融合的

高等教育元宇宙,价值特征为创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典范,实践特征为以人机协同推进

学校高质量发展。 数智化大学的实现路径包括:以数智化思维重塑治理体系,以数智化理

念引领文化建设,以数智化技术赋能教学改革,以数智化平台助力科研创新,以数智化手

段提升服务能力,以数智化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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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digital
 

intelligence)是数字化(digitalization)和智能化( intelligentization)合并后的简称[1] 。
当前,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与社会需求的矛盾现实持续呼唤构建一个更为公平、开放、智能与高效的

个性化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空间再造” “技术赋能”和“个性化取向”已经成为未来学校研究的基本

共识[2] 。 而数智化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与深度融入,为大学的数智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

持,进而逐渐勾勒出未来大学的数智化图景:数智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不
仅催生出“开环大学”(open-loop

 

university) [3] 、密涅瓦大学(Minerva
 

Schools
 

at
 

KGI) [4]以及“第一站”
( station1) [5]等新型高等教育模式,也推动了传统大学的数智化转型(university

 

digital
 

intelligence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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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6] ,最终形成数智化大学(digit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这一未来大学形态。
   

数智化大学一词结合了数智化和大学两个概念,即数智化时代或数智化了的大学。
 

数智化并非数

字化和智能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基于全面数字化、深度智能化和虚实融生的复杂重构。 数智化大学这一

前瞻性概念的形成,则基于现有相关概念的整合与创新:一是数字孪生大学(digital
 

twin
 

university)。 数

字孪生大学是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物理校园与其数字模型的实时双向映射与数据连接,强调在虚拟

空间中的映射和教学场域的进一步延伸与拓展[7] 。 二是数字化大学(digital
 

university)。 数字化大学

是将传统教育资源、教学活动和管理流程等都进行数字化转换的大学,是一种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多媒

体网络大学[8] ,代表着教育新生态的重塑[9] 。 三是智能化大学( intelligent
 

university / smart
 

university)。
智能化大学是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区块链等数智化技

术改造传统大学模式而形成的高度互联的智能化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被视为“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学

习分析变革角色” [10] “智慧城市的组成部分”
 [11]以及“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径”

 [12] 。
   

数智化大学的提出是对传统大学模式进行深入反思和理性重构的结果,不仅体现数智化技术的

飞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巨大影响,也反映了高等教育提升教育质量及其追求创新、公平与效率的必然

趋势。 这一概念兼具深刻的学理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推动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同时,也为分析

与解决未来大学模式建构等现实问题提供了全新思路。 尽管数智化大学目前还处于设想阶段,但其

发展潜力和研究价值不容忽视,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和未来教育研究领域一个前瞻性课题。

一、数智化大学的内涵意蕴
   

数智化大学在狭义上是指一种基于大学数智化转型而实现理念先进、组织变革、功能创新和效能

提升的未来高等教育机构,这也是未来大学的常规样态之一。 广义上的数智化大学还包括《斯坦福

大学 2025》计划中的“开环大学”、全球沉浸式学习体验大学———密涅瓦大学以及“第一站”等数智化

时代催生的新型大学。 作为科技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典范,数智化大学是传统大学数智化转

型的自然产物、未来大学的一种理想样态和智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数智化大学是传统大学数智化转型的自然产物
   

大学数智化转型是数智化技术与传统大学深度融合的过程,需要经历数字化建设 ( digital
 

construction)、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和智能化升级( intelligent
 

upgrading)3 个阶段。 其中,
数字化建设是将传统大学的相关信息和所有数据转换为更容易存储、访问、分析和共享数字的在线形

式,对传统大学的基础设施、业务流程和教育服务等进行数字孪生(即对现实大学进行虚拟映射)和

优化并构建数字孪生大学的过程。 数字化转型是传统大学利用数字技术变革其教育理念、组织结构、
人才培养模式、运营机制和治理方式等,进而构建数字化大学的过程。 智能化升级是传统大学在数字

化基础上引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先进智能技术,使其运

营更加智能化、自动化、可预测化和高效率化,进而升级为智能化大学( intelligent
 

university)的过程。
就大学数智化转型而言,数字化建设是基础,为传统大学的转型和升级提供基本的内容资源和必要的

平台工具;数字化转型是过程,是传统大学适应数智化时代并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步骤;智
能化升级是目标,是传统大学在数智化时代进一步提升竞争力、走向未来常规大学模式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数字孪生大学、数字化大学与智能化大学均为传统大学数智化转型不同阶段的产物和数智化

大学范畴。 数字孪生大学是传统大学数智化转型和数智化大学发展初级阶段的产物,旨在实现高等

教育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数字孪生;数字化大学是传统大学数智化转型和数智化大学发展中级阶段的

产物,关注实现教育和治理的全面改革;智能化大学是传统大学数智化转型和数智化大学发展高级阶

段的产物,强调实现教育和治理的在线智能化、自动化。 可见,数智化大学是传统大学数智化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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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产物,代表了大学在数智化时代的发展向度(如图 1)。

图 1　 数智化大学与大学数智化转型的关系示意图

(二)数智化大学是未来大学的一种理想样态
   

作为一个多维度概念,大学的理想样态是随着时代变迁、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及认知提升而不断

演变的。 未来大学的理想样态必然是“物理大学和虚拟大学双轮驱动的大学” [13] ,是人机协同治理的

大学,是理念先进、组织变革、功能创新和效能提升的大学,是真正解决“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

忧”的大学。 作为一个将数字化建设、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相结合的概念,数智化大学催生出交

叉融合的无界知识生产模式、研讨探究性的教学组织形式、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和过程

性、发展性、综合性的评价模式[14]等,无不补充注释着基于数智化技术的未来大学的一种理想样态。
在理念先进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受教育者为中心,更加注重创新、开放和共赢,致力于通过人

机协同方式培养爱国创新的时代新人。 在组织变革方面,设立契合数智化转型的组织结构,实现组织

结构扁平化,推动师生共同体建设,构建民主公正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智能高效的多元协同治

理机制。 在功能创新方面,一是教学功能创新,更注重个性化、互动性与泛在性,利用智能教学平台和

数智化工具实现基于不同需求的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向学习者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泛在性学习场

景与跨学科课程体系;二是科研功能创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科研人员进行更广泛更高

效的知识生产,建立开放的智能化科研平台,促进全球范围的科研合作与知识共享,构建跨学科、跨界

研究中心推动前沿科技的研发与应用;三是管理功能创新,强调更为灵活高效的数据驱动管理,实现

了决策智能化和流程自动化,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系统提升了决策分析、资源配置以及管理流

程的科学性、透明度与实效性;四是服务功能创新,实现了校园服务的个性化、精准化与智能化,构建

了数智化校园网络;五是文化功能创新,倡导开放、共享、包容、创新的文化氛围,构建了鼓励学术自由

和独立思考、尊重多元文化和个体差异的校园文化生态。 在效能提升方面,全方位提升学校在价值创

新、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知识生产、社会服务以及国际交流等诸领域的工作效率和综合收益。
   

(三)数智化大学是智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大学的出现与发展均源于社会需求,“与社会互动”是其生存与发

展的现实脉络。 一方面,大学从服务社会中获得生存发展空间并走向社会的中心;另一方面,大学只

有契合社会需求才能体现出自身价值并扮演至关重要的社会角色[15] 。 数智化大学的出场,满足了智

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其将“与社会互动”作为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 作为知识创新与传播的加

速器,其在智能社会扮演着知识引擎的重要角色,显著提升了知识生产效率和科技创新水平,为社会

的智能化发展提供了理念启示、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数智化大学是智能社会的人才培养基地,通过

智能化的教学手段和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培养了一大批适应智能社会多元化和复杂化需求的高水平人

才,为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作为数智化时代大学存在的主流形态,数智化大学

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了高等教育供给与社会多元需求之间不匹配而产生的结构性问题[16] ,不仅缓解了

高等教育领域的诸多矛盾,也为基础教育机构、职业教育机构以及特殊教育机构的数智化转型提供了

有益示范。 作为社会持续进步的动力源之一,数智化大学不仅推动社会的智能化进程,促进智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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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生态的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还有助于学界和公众重新认识大学在未来社会

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有利于体现和巩固数智化大学在智能社会的岿然地位。

二、数智化大学的主要特征
   

作为数智化技术在传统大学教育理念、教学模式、科研方法和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深度融合的产

物,数智化大学呈现出其特有的场域、价值与实践特征,进而为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和可能性。
   

(一)场域特征:跨界融合的高等教育元宇宙
   

虚实融生、人机协同与跨界融合的高等教育元宇宙(higher
 

education
 

metaverse)是数智化大学的

场域特征。 所谓高等教育元宇宙,是一种基于元宇宙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而“脱胎于、平行于且

独立于现实世界” [17]的人造在线虚拟高等教育空间。 数智化大学以高等教育元宇宙为载体,通过虚

实结合的即时性交互学习空间、人机协同的智能化育人环境和跨界融合的知识生产氛围,为大学师生

提供泛在的“学研创”融通的数智化实践场域。 首先,虚实结合的即时性交互学习空间扩展了传统教

室和图书馆的界限,不仅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为学习者提供更加安全可控的学习环境和全新

的沉浸式研学体验,还促进学习者个性化学习与合作学习。 如学习者可通过虚拟实验室安全地重复

进行某些危险或昂贵的科学实验,也可以在真实世界中叠加虚拟信息进行学习,还可以“穿越”到各

种历史场景中进行角色扮演和体验历史事件等。 其次,人机协同的智能化育人环境实现了教育资源

的优化配置、学习过程的实时监控和学习效果的精准评估,不仅体现了大学的人文关怀,也显著提高

了育人的效率和质量。 如智能教室可以自动调节光线和温湿度,在线课程、虚拟实验室和数字图书馆

等成为教学新常态,智能教学平台为学习者实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伴学人工智能成为学习者成

长的伙伴,智能教务管理系统可以自动处理日常教务工作等。 最后,跨界融合的知识生产氛围打破了

传统的思维桎梏和知识边界,促进跨学科研究和跨领域创新,为探索前沿问题、解决复杂问题和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新的视角。 如数智化大学提倡各种知识、思想和技术的交流与融合,鼓励师生协

同和人机协同的知识生产,支持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共同探索并解决跨学科问题等。
   

(二)价值特征:创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典范
   

创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典范是数智化大学的价值特征。 数智化大学旨在构建一个实现创新、公
平与效率三者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 首先,数智化大学通过变革教学方法、创新

科研模式、提升治理水平、凝练特色文化和拓展校企合作渠道等途径,推动创新成为实现公平和提高

效率的手段。 如智能教学系统能够对学习者进行精准识别和个性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供“通专融

合、人机协同、因材施教、按需指导”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学习资源和成长路径,充分彰显了平等精神

与人文关怀。 模拟真实场景的沉浸式学习环境与实时反馈的人工智能教师助手则极大地提高了教学

的互动性、趣味性、实效性和包容性。 其次,数智化大学通过教育资源共享、个性化学习和泛在性学习

等方式,助力公平成为促进创新和提升效率的基础。 如智能教学平台提供了更为丰富与均衡的教育

资源,打破了地域、时空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保障每名学习者都能在公平环境中选择和获得更加丰富、
便捷、个性化的教育机会,进而增强学习者的内生动力。 数据治理推动科研评价的科学性与精准化,
提升师生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最后,数智化大学通过智能化管理、数据驱动决策和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模式等渠道,赋能效率成为促进创新和维护公平的保障。 如智能评估工具实时跟踪着学习

者的学习进度,准确评估学习者学业状态与发展水平并迅速为教师提供决策支持;智能化科研平台加

速数据分析和实验模拟,缩短研究周期,提升知识生产效率,营造更公正的学术文化氛围;智能化治理

系统不仅能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还能增强大学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增加师生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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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归属感。 因此,数智化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创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典范,不仅体现了高等教育与数

智化技术的深度融合,还彰显对大学本质的深刻理解与不懈追求。
   

(三)实践特征:以人机协同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以人机协同推进大学的特色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是数智化大学的实践特征。 “更智能的大学

将带来更高的竞争优势” [18] ,数智化大学通过人机协同实现数智化技术与大学实践的深度融合,必将

推动其教育理念、教学生态、科研模式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全方位提高教育质量、优化管理效

率、增强校园文化活力,进而推动大学进入一个全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首先,数智化大学强调以学

习者为中心,确立了“通专融合、人机协同、因材施教、按需指导”的教育原则,注重学业教育、职业教

育和趣业教育(以提升愉悦感的获取能力为目标的教育) [19]的统一,致力于激发学习者成长的内生动

力和培养其适应时代、服务社会、完善自身、追求幸福的通用学习能力[20] 。 其次,数智化大学重塑了

大学教学的新样态,实现了从有限空间走向无限场景、从传统课堂走向线上线下虚实融合、从班级授

课转向精准个性指导以及从师生在场交互到“人—机—人”交互的转变[21] 。 再次,数智化大学的知识

生产是基于大数据(big
 

data)、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区块链(blockchain)、元宇宙(metaverse)和

物联网( IOT)等数智化技术的创新 2. 0,具有协同(cooperation)、跨界(crossover)、综合( synthesize)和

集成( integration)的特征[22] ,围绕以跨学科协同创新为标志的数智化创新平台,在人机协同的知识生

产过程中培养高素质领军人物和专门人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 最后,数智化大学

的个体、组织与制度在数智化技术的全面渗透下实现了深度融合[23] ,以数据治理为代表的多元协同

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大学治理的主流形态,突破了学科、校际、校企、校社与国际等重重壁垒,构建了兼

顾公平、效率与创新且有学校特色的数智化大学制度,全面提升了教育服务与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可

见,数智化大学以人机协同引领了高等教育的全面创新,推进了学校的特色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代表着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向度,也是未来大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数智化大学的实现路径
   

数智化大学代表着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未来大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从传统大学到数

智化大学的实现路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其治理体系、文化建设、教学改革、科研创新、服务能力

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稳步探索和统筹推进。
   

(一)以数智化思维重塑治理体系
   

数智化思维是一种以数据为基础、以智能技术为手段、以用户为中心,强调开放协同、持续创新、
生态思维和敏捷响应的全新思维方式。 它超越了传统的数字化思维,不仅强调信息技术的应用,更注

重数据驱动决策、智能技术赋能以及整体生态的协同发展,推动组织、个人或社会进行创新、变革和发

展。 治理体系的变革是数智化大学实现路径的起点。 在数智化背景下,传统的大学治理模式难以应

对海量数据、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技术创新带来的挑战,只有以数智化思维重塑大学治理体系,才
能实现高效、精准的大学管理,进而提升整体运行效率,迈出向数智化大学转型的重要一步。 很多大

学在数智化转型时,首先关注的就是治理体系变革,如西南大学发布的《“数智西大”建设总体方案》
和《“数智西大”数据治理与流程上线实施方案》就是以数智化思维重塑其治理体系的具体表现[24] 。

   

可见,以数智化思维重塑大学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具体策略实施包括:一要更新治理理念,以学

生个性化发展为导向,树立人机协同的多元治理意识,追求基于数据驱动和个体经验的最优决策[25] ;
二要优化治理结构,构建数智化治理组织架构,完善行政组织和学术治理结构;三要再造治理流程,加
强跨部门协同和快速响应,实现治理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四要创新治理模式,构建数智化决策支

持系统,实现从信息碎片到数据融合的升级[26] ,加速“经验之治”向“科学之治”、“经验决策”向“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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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转变[27] ;五要打造治理文化和大学命运共同体,制定数智化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准则,建立健

全数据安全监测与评估机制,提升师生员工的隐私保护意识和数智化素养。
   

(二)以数智化理念引领文化建设
   

数智化理念是一种关于为何和如何运用数智化技术、以数据驱动和智能决策为核心构建新型运

营模式和管理体系的理性认知的总和。 这一理念旨在推动组织的可持续增长并获取竞争优势,不仅

涉及技术层面的变革,更强调在运营、管理和决策等多个方面的深度融合与创新。 文化建设是数智化

大学转型的文化支撑,它不仅为大学数智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文化土壤和价值导向,还推动文化创新与

升级,提高文化传播效率,促进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以数智化理念引领大学文化建设不仅是顺应

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术创新、增强校园活力和提升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尝试在数智化理念引领下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如上海交通大学打造了“新生 AI
体验地图”,以“AI(人工智能) +HI(人类智慧)”视角向新生全方位展示校园文化[28] 。

   

可见,以数智化理念引领大学文化建设已是大势所趋。 在此趋势推动之下,一是要建设移动端校

园文化
 

APP 和数智化校史档案,方便师生员工随时随地了解校园文化动态,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使师

生身临其境地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二是要鼓励师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促进跨学科、跨文化的交流与

合作;三是要利用数字媒体和社交平台宣传校园文化活动,特别是通过智能推荐算法实现校园文化的

精准传播;四是要营建积极向上、开放共享的校园文化氛围,设置互动社区,方便师生交流讨论和分享

文化体验,增强学校凝聚力和师生归属感;五是要建立数智化文化评价指标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评

价指标,对校园文化进行量化评价。
   

(三)以数智化技术赋能教学改革
   

数智化技术是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统称,涵盖了在线学习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和物联网等能够优化和变革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决策方式的技术集合。 数智化技术对教学改革的影

响是深远的,其应用不仅能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还能推动教学方式的变革、教学资源的丰富、教学管

理的优化、学生能力的提升以及教育公平的促进,对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 如华中师范大学自主研发的云端一体化智能教育 SPOC 平台———“小雅平台”,能够辅助

教育工作者创造出既生动又引人入胜的学习场景,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体验[29] 。
   

总之,以数智化技术赋能教学改革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此背景下,一是要全面推进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完善适应数智化社会的人才培养定位;二是要构建沉浸式教育教学环境,建设数智

化教学资源库,增强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利用智慧课堂教学模式提高学习者的主动性和参与

度,通过拟真场景和自然交互提升其学习体验[30] ;三是要及时将最新的思想文化、科技发展和行业趋

势融入课程体系,增强课程的智能化、趣味性、沉浸感与互动性;四是要打造个性化学习路径,利用智

能推荐系统为学习者推荐适合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方案,利用智能分析工具跟踪其学习进度与成效并

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五是要建立以能力为本的教育管理与评价体系,打造科学、高效的数智化教育测

评系统和贯通全域的教育数据链条,提升教育评价的人本化、个性化、精准化和时效性。
   

(四)以数智化平台助力科研创新
   

作为一个综合性、集成化的智能系统,数智化平台尤其是数智化科研平台通过高效的数据管理、
跨学科的深度协作、智能的分析工具以及开放的共享机制,为科研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不仅是助

力科研创新的重要工具,更是推动学校科技进步的关键引擎。 科研创新是指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通过

引入新的思想、方法、技术或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或解决关键问题的过程,关系到大学的学术声誉和

排名,也直接影响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 随着数智化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

开始利用数智化平台来推动科研创新,通过数智化平台实现科研数据的共享和智能分析,促进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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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进而提高大学科技创新能力和效率,如北京大学的文科数智化公共平台、清华大学的智谱 AI 开
放平台和复旦大学的云上科研智算平台等。

   

显然,以数智化平台助力科研创新已势在必行。 有鉴于此,一是要打造科研数据核心枢纽,实现

科研数据的全面采集、安全存储、便捷检索、深入分析和即时共享,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全面、精准、高效

的数据支持和量身定制的科研建议;二是要引入智能科研引擎,研发智能搜索工具、数据分析工具和

预测工具,助力科研工作者提升科研效率;三是要搭建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合作桥梁,通过数据共享、
在线协作和开展跨学科项目研究等方式,打破学科壁垒、领域障碍和行业界限,促进跨学科跨领域跨

行业的合作与交流,促进重大科研创新;四是要推进数智化科研文化建设,营造数智化的科研创新环

境,借助数智化手段实现科研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管理;五是要建立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鼓励

各方的跨界交流与协同创新,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五)以数智化手段提升服务能力
   

数智化手段是指利用数智化技术实现业务流程优化、服务效率提升和用户体验改善的一系列方

法和工具。 大学服务能力包括对内服务能力和对外服务能力。 前者涵盖教学辅助、科研支持、学生事

务、教工服务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后者即社会服务能力,包括人才培养输出、科技成果转化、社会咨询

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社区服务与公益活动等。 以数智化手段提升大学服务能力,不仅可以大幅

提升服务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并增强用户体验,还能够实现数据驱动决策,促进跨部门协同,最终推动

大学整体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 如山东大学建设的数智化公共服务平台,聚焦“助学、助教、助研、助
管、助服”5 个智能领域,实现了多场景的数智化公共服务[31] 。

  

众所周知,以数智化手段提升大学服务能力是建设数智化大学的重要环节。 因此,一是要打造统

一的数据资源平台,整合学校数据资源,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实现各部门数据的全面联通与高效利用;
二是要引入智慧办公系统,提高行政工作的效率与透明度,减少人工操作、冗余环节和资源浪费;三是

要推动智能化行政服务,构建线上线下“双线融合”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体系,实现服务的自动化、智能

化、便捷化、个性化和全方位覆盖,同时优化用户体验;四是要研发校本智能客服系统,提供实现自动

问答、问题分类和智能转接的 24 小时在线咨询服务,提高服务响应速度并及时有效地解决相应问题;
五是要通过校园物联网和智能设备提升服务效率和管理水平,实现校园安全、设施维护、能源管理、后
勤支持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数智化升级。

   

(六)以数智化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
   

数智化战略是指大学对自身进行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的战略规划,其核心在于通过数据驱

动决策、智能技术赋能业务流程,提升学校的竞争力、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大学的高质量发

展是指一种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提升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为目标,以创新为动力,推
动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式发展模式。 数智化战略是推动大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二者相

辅相成:一方面,数智化战略为大学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大学高质量发展为数智化战

略实施提供应用场景和需求驱动。 以数智化战略推进大学高质量发展,能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提升校园管理水平并推动教育公平。 如北京大学将数智化作为学

校发展战略之一,开展了优化智慧教学环境、提升教师队伍数智化素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和推

进交叉学科建设等一系列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32] 。
   

综上,以数智化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数智化大学转型的关键。 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是要加强组

织领导与顶层设计,设置数智化建设领导小组并制定科学合理的数智化战略规划,明确学校高质量发

展的预期目标、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二是要加大资源投入和资金保障力度,完善校园网络基础设施

和学科专业布局,提升师生员工的数智化素养;三是要促进数智化教学应用和科研创新,打造数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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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生态,营建和谐、开放的科研创新氛围;四是要加速创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推动数据治理,
构建数智化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五是要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数

智化,吸收国际先进的数智化技术和经验,构建符合国情校情的数智化评估指标体系。

四、结　 　 语
   

数智化大学转型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和满足人民群众更优质高等教育需求的有益探

索,也是数智化技术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 它代表了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

新趋势和新方向,即通过数智化手段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

才。 作为传统大学数智化转型的自然产物、未来大学的一种理想样态和智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
智化大学很可能成为未来大学的常规模式之一,并带来高等教育理论的重大变革与全面升级。

   

尽管承载了太多的发展需求、理想寄托和美好祝愿,数智化大学在当下还只是一个设想中的“新

概念大学”,我们在“热期待”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冷思考”: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理念的与时俱进、如
何利用数智化技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率、如何推进数智化时代的高考综合改革、如何精准定位数

智化大学的社会角色以及如何处理数智化大学发展中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等,这些方面都需要进

行更为深入的学理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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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model
 

of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ith
 

higher
 

education
 

and
 

one
 

of
 

the
 

conventional
 

forms
 

of
 

future
 

universities,
 

the
 

digital
 

intelligent
 

university
 

mainly
 

refers
 

to
 

a
 

futur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that
 

achieves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functional
 

innova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ies.
 

The
 

digital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is
 

a
 

process
 

of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with
 

universities,
 

which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digital
 

construc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upgrading.
 

The
 

digital
 

intelligent
 

university
 

is
 

a
 

natural
 

product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and
 

an
 

ideal
 

form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lligent
 

society
 

of
 

the
 

future;
 

its
 

field
 

characteristic
 

is
 

the
 

meta-university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its
 

value
 

characteristic
 

is
 

the
 

paradigm
 

of
 

balance
 

among
 

innovatio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nd
 

its
 

practice
 

characteristic
 

i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s
 

with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to
 

the
 

digital
 

intelligent
 

university
 

includes:
 

reshap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with
 

intelligent
 

thinking,
 

lead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teaching
 

reform
 

with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ssis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with
 

intelligent
 

platforms,
 

improving
 

service
 

capabilities
 

with
 

intelligent
 

mean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intelligent
 

strategie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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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digit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future
 

university;
 

futur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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