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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faces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personnel 
management	mode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staff	needs	and	change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nnovate	the	
university personnel management work mechanism based on big data. This paper takes the innovation of university personnel 
management work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nd focuses on the intellig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predictive talent management and loss risk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data-based employee welfare and incentive design. These include 
intellig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s, predictive talent management and turnover risk analysis, and data-based employee 
benefits	and	incentive	design.	By	fully	min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of	faculty	and	staff,	these	innovative	methods	
provid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decision	support	for	university	personnel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nd personal growth of faculty and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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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高校人事管理工作机制创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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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数据时代，高校人事管理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教职员工需求和变化。因
此，基于大数据的高校人事管理工作机制创新迫在眉睫。论文以大数据背景下的高校人事管理工作机制创新为研究主题，
重点关注智能化的绩效评估体系、预测性人才管理与流失风险分析，以及基于数据的员工福利和激励设计。其中包括智能
化的绩效评估体系、预测性人才管理与流失风险分析，以及基于数据的员工福利和激励设计。这些创新方法通过充分挖掘
和分析教职员工的数据信息，为高校人事管理提供科学、精准的决策支持，推动教职员工的绩效提升与个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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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按照传统方式进行高校人事管理已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

教职员工需求和组织发展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数据

技术的出现为高校人事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大

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可以更好地理解教职员工的个体

特征和行为模式，为人事管理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这种科

学的高校人事管理机制，是现代社会大数据分析技术影响下

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是为高校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的方法。

2 大数据背景对高校人事管理工作新要求

随着大数据技术不断发展，高校人事管理工作也迎来

了新的机遇。大数据技术迎合了数据时代背景对人事管理的

要求，在数据技术这一“全新生产要素”的影响下，新技术

被应用于高校人事管理中，提升了管理效率。中国教育部门

在新时代提出了一系列文件规范，对高校人事管理工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管理人员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全面、

精准的教职员工信息数据库，基于高校人事管理的各类信息

数据，分别对高校教职员工个人基本信息、教学科研业绩、

职称评定情况、绩效考核结果等实现统一管理和共享。

教育部门要求高校人事管理机制更加健全，人才培养

和流动机制应该更加科学，能够实现实时跟踪管理人员数据

变化，根据大数据 APP 的分析功能，高校人事管理部门能

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教职员工的职业生涯进行全程记录和

分析，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个人职业规范，树立职业生涯发

展规划目标，便于为高校的人事管理和人才流动等提供数据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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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人事管理需要依托大数据，加强对高校教职员的

绩效评估和激励，结合大数据分析工具的统计和分析，列出

对应的数据表格，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价教职员工的工作表

现，使得人事管理和个性化激励政策有了基础。这种高校人

事管理工作更有助于进一步激发高校教职员工的工作动力，

鼓励其根据不同的课题项目进行探究，培养高级人才，并为

高校综合学术水平的进步提供人力资源基础。

可见，大数据技术对高校人事管理的要求在于，结合

数据技术的与时俱进，借助大数据技术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

质量，促使高校的人事管理工作不断上到新台阶，为高校的

学术研究管理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和保障，并能够结合实际

情况进行创新机制的构建，推进高校人事管理机制迈向更加

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化的新阶段。

3 大数据技术对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价值

3.1 数据驱动人事管理决策
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高校人事管理部门建立更加全面

的数据分析网络，基于人事管理部门的决策目标，用大数据

技术收集和分析高校教职员工的绩效数据、培训记录，调查

教职员工的满意度。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高校能够准确地

评估员工的工作表现，并且找到高校教师未来发展的需求，

据此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并且给高校教师提供

了科学的晋升途径。

3.2 精准数据招聘与人才发展
借助大数据技术，高校人事管理部门能够了解高校不

同领域的人才培养需求，结合人才管理的特殊趋势，优化了

高校教职员工人才发展路径。大数据系统建立了完善的人才

管理系统，优化高校教师的招聘流程，便于留出人才并分析

教职员工的学术偏好、研究方向等。基于此，人事管理部门

能够为教职员工提供更加具有个性化的职业发展建议，并且

在培训中制定科学、精准的培训计划，促使教职员工团队的

不断成长。

3.3 数据预测性分析和风险管理
大数据技术有助于高校人事管理部门对人才培养机制

进行预测，在预测分析中，员工流失率处于合理值。高校教

师识别可能的人力资源瓶颈，利用历史数据和人才发展的趋

势分析，人事管理层能够根据有效的人事管理经验，逐渐规

避教职员工管理中的风险。预测性的分析是基于人事管理数

据基础的趋势预测，管理部门有针对性地调整福利政策，保

证了高校教职员工未来发展的底气，并能够针对性地改变一

些人事管理过程中的问题。

4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人事管理工作机制创新
思路和方法

4.1 数据驱动的人才招聘和选拔
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驱动方式很多，这对人才招聘和

选拔效果比较明显，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挖掘高校优

秀教职员工，从而利用数据化流程优化招聘流程，从而能够

提升选拔效率，用精准的方式找到更加适合高校岗位优秀人

才，从而能够让高校教职员工实现各司其职。这种数据化的

分析方法能够借助现代技术力量，有效降低高校教师的招聘

成本，大幅提升教职员工和职位之间的匹配度，进一步地提

高了招聘的成功率，并使得招聘流程更加科学化、精准化，

使得招聘流程更加科学、智能，具有高校教师招聘和甄选的

高效性 [1]。

例如，以高校教师招聘为例，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有

效预测未来教育需求并识别热门学科领域，从而指导针对性

的招聘计划。利用招聘网站或人才库的数据分析，高校可以

了解不同学科的招聘需求量、应聘者的资质和背景等信息，

为招聘工作提供实时数据支持。通过挖掘招聘流程中的数

据，如简历筛选记录、面试评价等，结合应聘者的学术背景、

科研水平等数据，建立招聘选拔模型，从而制定更科学、客

观的选拔标准。通过引入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加快招聘流程、

降低人为主观干预，使选拔更加公正且符合高校需求。数据

驱动的人才招聘和选拔方法有助于高校精准招揽优秀人才，

促进教师队伍的优化结构和整体素质提升。

4.2 个性化的职工培训与发展计划
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分析技术更加丰富，从而能够给

高校人事管理机制提供更多人事管理体系。高校人事管理部

门需要个性化的教职员工培训与发展计划，这就意味着大数

据技术将会根据高校教师的发展特点和需求，为其制定更加

符合发展方向的培训方案。在工作技能和适应性岗位要求互

动的数据体系下，人事管理工作既采用了个性化的教师数据

管理系统，还利用数据化发展技术，促进个人成长与发展。

这种方法强调从员工个性化需求出发，提供定制化的培训服

务，增强培训效果与员工满意度 [2]。

例如，以高校教师为例，通过大数据分析教师的教学

评估数据、科研成果数据、职称评定数据等，可以全面了解

各教师的优势与不足、职业发展方向等信息。基于这些数据，

高校可以制定个性化的职工培训与发展计划，针对性地安排

培训课程、讲座、学术交流等活动。例如，对于教学水平较

高但科研能力有待提升的教师，可以安排专门的科研培训；

对于新手教师，可以提供教学方法改进的培训课程；对于职

称晋升较慢的教师，可以设计特殊的职业规划辅导等。通过

个性化的培训与发展计划，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位教师的

潜力，提升整体教师团队的水平和质量，增强高校教学科研

实力。这种个性化的培训方式不仅符合员工需求，也有利于

高校人才培养与管理的精细化与智能化发展。

4.3 智能化的绩效评估体系建设
在大数据背景下，智能化的评估体系建设主要是人事

管理部门的教师采用大数据技术，结合智能算法，对教职员

工的绩效进行计算和分析。由于与教职员工绩效相关的数据

具有时间性和丰富性，因此，为了能够全面、准确地评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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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高校教师的绩效水平，需要基于绩效评估进行精细化的

激励工作。利用数据驱动，在提高绩效评估的客观性、科学

性时，人事管理部门借助数据分析技术，改善和提升高校教

师的个人水准。

人事管理部门一般需要借助大数据技术和智能算法评

估教职员工的绩效表现，利用大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技

术，先采集教职员工关于绩效指标的数据，分析教学评价、

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等的数据，构建绩效评估的数据库。借

助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整合、分析，找到绩效考核的关联性

和趋势性，并根据智能化的绩效评估模型，计算评价评估结

果和得分。

例如，在高校教师绩效评估中国，通过大数据分析技

术收集多维度数据，包含教学评价、课题研究成果、社会服

务等，结合智能算法进行数据挖掘，得到客观绩效结果之后，

精准识别优秀的教学骨干、科研工作者和贡献突出者。对于

教学评价较高的教师，为了能够积极鼓励，给予额外的奖励

或者晋升机会。为了科研成果突出教师的发展，给予数据分

析结果，提供专项经费支持或者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对社会

服务成果显著的教师，给予荣誉嘉奖和晋升机会等，这些绩

效考核的评估体系，使得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并且提高

了整体绩效水平。

4.4 预测性人才管理和流失风险分析
高校教职员工人才库的构建，需要在数据化分析评估

基础上，根据数据预测模型分析学校教职员工的离职可能

性。这种人才流失预测基于教职员工的满意度和工作发展细

节，实现对高校人才管理的智能化和精准化效果。预测性人

才管理和流失风险分析基于深度数据分析和预测模型，积极

评估高校教职员工离职、晋升等，这一数据分析结果有助于

帮助人事管理人员根据有效措施降低人才流失风险，并且能

够实现全面分析、预测和智能决策，为人才管理提供科学管

理依据 [3]。

例如，通过大数据技术搜集高校教师的晋升信息，实

时更新教师工作绩效、培训记录和离职原因，采用不同向度

的分析，构建教职员工进入、服务期间的全方位档案，并利

用数字挖掘技术对所有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建模处理，分析不

同特征对高校教职员工离职权重的影响，建立标准化的高校

教师离职预测模型。通过历史数据进行模型的校验优化模型

参数，根据不同专业教师的特点、课题研发效果等，从机器

学习算法，如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等进行模型训练，提高

模型预测的标准性和准确性，最终通过离职概率的测算，将

高校教职员工的离职风险进行等级分组，对高风险离职员工

制定个性化的留置计划，采用晋升机会、薪资调整、培训方

案等进行实时反馈和调整，定期汇总反馈数据。

4.5 基于数据的员工福利和激励设计
在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的员工福利激励设计意味着，

通过整个教职员工体系的个人数据分析，制定符合不同员工

喜好的福利偏好政策。这种激励方案能够借助大数据技术，

实现个性化精准化的福利计划，包括采用职工晋升、培训、

团建，提升教职员工的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并根据不同专

业教师的实际需求，给予必要的鼓励和支持。

例如，以某高校教师为例，通过大数据分析教师在教

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数据，可以了解他们的工作偏

好、成就需求和潜在动机。基于这些数据，高校可以制定个

性化的员工福利和激励设计。①教学优秀者：针对教学表现

突出的教师，可提供额外的教学奖金、师德师风奖励或教育

研修机会，以鼓励其持续优秀表现。②科研领先者：对于科

研成果突出的教师，可提供专项科研经费支持、学术交流机

会或科研成果转化奖励，促进科研创新。③职称晋升者：针

对有晋升需求的教师，可设计晋升加薪政策、职业发展规划

指导或项目负责机会，以激励其追求更高职称。④员工福利

优化：通过大数据分析员工的健康数据、家庭状况等信息，

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健康保障、弹性工作制度或家庭关爱服

务，提升员工生活品质。通过基于数据的员工福利和激励设

计，高校可以更精准地满足员工的需求，提高员工工作满意

度和忠诚度，促进员工积极性和团队合作，从而推动整体组

织绩效的提升。这种创新方法使得员工福利和激励更加符合

员工个性化需求，为高校人事管理注入了更具活力和效率的 

元素 [4]。

5 结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背景下的高校人事管理工作机制创

新为高校提供了更科学、精确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智能化

的绩效评估体系、预测性人才管理与流失风险分析以及基

于数据的员工福利和激励设计，使高校人事管理更加客观、

个性化和精细化。通过对教职员工的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和挖

掘，能够实现更准确的绩效评估，提前预测人才流失，以及

个性化的福利和激励计划。在未来的发展中，高校人事管理

部门要不断推进数据驱动的创新，注重员工个体差异和需

求，以建设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高校人才团队，推动高校人

事管理体系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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