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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告生态变化

数字时代的来临和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使企业需要以全

新的思路来构建数字化生态。

第一，生态外延，边界模糊。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各类企业

的产业角色越来越模糊，整个行业链条中的每个企业都有一

些独特的能力，甚至连用户本身和一些机构都开始有能力参

与到整个服务链条中来。最终的结果便是生态概念的大幅度

外延以及生态之中原有边界的逐渐模糊。第二，聚焦价值，互

相赋能。对应多样化的需求，生态圈中各种合作伙伴以平等合

作的形式相互赋能，形成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态

势。传统的大型广告企业在其中则会更多扮演平台角色，让各

类合作伙伴以自己为纽带，获得更深入的交流和连接，在更频

繁、更深入的合作之中实现共赢。第三，跨界与融合。互联网行

业的快速崛起让很多企业开始明白，不同能力、不同思路、不

同技术的跨界往往能够创造出更多需求、碰撞出更多可能。为

了融合越来越多的不同基因，广告商也开始变得乐于跨界、主

动跨界。从宏观来说，跨界是整个市场中不同生产力之间的再

整合。而从微观来说，跨界则是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相互学习、

借鉴的难得机遇。在这个“对手和客户都不知道会在哪里出

现”的时代，跨界越多、机会也就越多[1]。第四，秩序重建。新的

生态构成和生态关系中，每个参与者的能力都是独特和不可

替代的，新生态中的合作趋向平等互惠，只有以此为核心原则

的生态才是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否则生态范围只会越

来越小，能力越来越弱。

广告生态建构莫衷一是，数字广告的崛起推动了整个业

界的根本性变革。计算广告、数字营销等新生事物，对传统广

告生态冲击巨大，基于传统广告和商业理论的传统广告教育

也需要巨大变革。

2 广告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陈刚所指出的那样，“广告学科是应用

型学科，与广告行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对广告教育而言，最重

要的是培养适应行业需求的人才，所以理想的广告教育应该

至少与行业同步或者适度超前于行业”。全国高校中专门开设

广告学专业的本专科院校共有 300余所。另外，有的学校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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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或其他专业中加入广告方向课程，每年都批量化培养出大

量毕业生，而这些毕业生中，能够即刻适应数字广告人才市场

需求者为数不多。

业界对数字广告人才需求巨大，随处可见以目标为驱动

的精细化的招聘要求。以智联招聘网上对数字广告岗位招聘

内容为例，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

第一，数字营销产品设计经验，熟悉程序化广告市场（广

告网络、DSP、SSP、DMP、效果广告联盟），对效果广告主、流量、

策略应用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对国内外广告产品有深入的

了解，如 Adobe Media Optimizer、DoubleClick、Mediamind、尼尔

森、秒针、AdMaster、Marin、Kenshoo等；

第二，精通广告投放业务运作流程、系统架构、平台算法，

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具备较强的广告市场调研与竞争分析、

制定产品规划、定义、设计能力；需求分析、需求文档编写、

AXURE、Visio设计等基本技能牢固；了解区块链协议、加密技

术、共识算法、智能合约等基础知识者[2]。

这就要求求职者在如下几方面有突出的能力：

第一，有较扎实的互联网广告知识以及广告主运营经验；

能够根据市场、客户需求转换成有商业价值的产品需求进行

推进。第二，逻辑思维能力强，能有科学的数据获取方法论，通

过业务了解能识别搭建、挖掘客户成长、留存模型并在业务中

应用，用系统替代人工产能。第三，用智能化的思维扩展业务，

用平台化方式输出和赋能合作伙伴。第四，具备较强的项目管

理推动和沟通能力，能独立统筹并推动项目进行，推动产品的

一系列运营。

这些能力在学校内部没有全部获得的可能，甚至绝大多数

广告专业或教授广告课程的一线教师也不具有以上几种能力。

由此可见，各高校现有的以广告设计和广告内容策划为

主要内容的广告教育，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数字广告人才

市场需求。

3 广告教育发展趋势

3.1 师资水平需要与实践接轨

教学改革既要重视教学内容的实践体系建设，还要重视

广告师资力量的实践水平。全媒体时代对广告教学提出了更

新更高的要求，而我国高校广告师资力量至今仍然薄弱。理论

上，可以聘请专家开设讲座或授课来改变现状，加强与业界的

沟通，但由于经济因素及身份认同两大主因，决定了这些对策

的不现实性，从而造成全媒体环境下，广告教学师资问题仍然

存在，并且与业界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因此，但诸多事实证明，

这种对策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广告师资力量的解决还需要从

教师队伍内部改善。

广告教师可以一人多职，在课程安排上集中授课，其余时

间长期进驻企业挂职，并以此作为职称评比的依据，而不是唯

成果论唯论文论。这一点，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比较容易做

到，而经济欠发达地区面临人才外流困境，尤其是欠发达的三

四线城市高校，教师挂职困难，找不到对口的高新领域企业。

学校师资困难，不愿意放手改变现状。当教师需要异地挂职

时，难以协调教学时间[3]。

3.2 打破学科之间固有界限，以项目驱动人才培养

新的广告生态以跨边界为基本特征的生态领域，广告系

统的架构、计算方法、数据分析等专业性较强的知识需要计算

机、数学等其他专业教师授课。

新的业界生态推动高校设置交叉学科的培养方案。例如，

清华大学在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需求下，在数字媒体和

信息交互设计领域开设大美术交叉学科，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的艺术与设计复合型创新人才。在当今的重大课题研究和创

新中，具有“艺术与科学”交叉知识背景的人才都显示出了更

强的设计整合与协调管理能力。以文理交叉、艺术与技术结合

为主要教学特色，培养具有艺术、技术、传媒等综合知识背景

的人才。教学与实践中注重设计思维、策划管理、综合创新能

力的培养，同时也与知名企业紧密合作，以项目驱动的方式开

展相关的课程教学和课题实践活动。而广告专业也需要融合

艺术、设计、管理、新闻传播、文学，以及数学、计算机等各方面

的专业知识，以大广告的范畴重新定义广告教育生态。

3.3 以实践推动学生招生工作

交叉学科的设立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部分就业和实践压

力，顺应广告市场的人才需求。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数字广告

专业领域中，有部分内容如算法、计算机等技术要求较高的部

分，偏重于理科知识基础的沉淀，这就要求广告专业招生时，

也要涵盖理工专业的学生，设置理科交叉学科，以实践推动学

生的招生选拔，以及就业趋势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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