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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时代的高质量就业（原文链接：智能时代的高质量就业）

2025年就业聚焦智能时代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308万人，

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成就业新增长点，但 6月就业高峰与农村劳动力转

移让总量压力犹存。

“拓”渠道促青年就业，美的、百度、腾讯等企业通过校招、实习岗位扩容，

覆盖 AI、机器人等技术领域，百度 87%实习岗涉 AI，腾讯三年拟增 2.8万实习

岗。“扩”容量倚新就业形态，滴滴投 20亿补贴司机，美团催生外卖合伙人等新

职业，兜底就业。“提”技能助质量提升，传化集团推动工人向工程师转型，2024

年职工人均收入超 22万元，工厂智能化改造提效显著。

政策端，政府设 1200万新增就业目标，地方如浙江、河北等出台落地举措，

聚焦产教融合与数字技能培训。4月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迅猛，新质生产力加速转

化，政策工具箱持续完善，6月底前多数稳就业举措将落地。（荐稿：李福裕）

https://mp.weixin.qq.com/s/dygeRzEpOVUuuCjcAdQ6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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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人工智能素养评价体系的构建（原文链接： 大学生人工智能素养评价体

系的构建）

武汉大学吴丹教授团队构建大学生人工智能素养评价体系（AILES-CS）并

实证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形成含态度、知识、能力、

伦理 4 个一级指标的评估框架，开发 31 题项量表并验证信效度。对武大 1651

名本科生的调查显示，AI素养平均分 4.105（满分 5），伦理认知最强、知识掌握

最弱。群体差异上，男性在态度与知识维度略高，年级呈“大一最高、大二最低”

非线性趋势，信息学科学生知识与能力领先，人文社科较弱，各学科伦理得分无

显著差异。技术背景与数字课程参与显著提升相关能力。研究为高校 AI素养评

估提供量化工具，建议优化课程设置、推动跨学科融合并强化政策支持，未来可

扩大不同高校样本及探索动态场景化评估。（荐稿：陈爱月）

三、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育评价改革研究（原文链接：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育评价改

革研究）

该论文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育评价改革。当前高校教育评价存在评价形

式单一、主体协同困难、内容忽视素养发展等问题。传统评价重结果、依赖纸笔

考试，“唯分数”现象突出；评价主体中政府主导，其他参与者话语权受限；评

价内容忽视学生实操、职业认知等素养。

人工智能可为高校教育评价带来变革。在构建多元评价主体方面，打破封闭

范式，协调各方诉求；通过数据驱动，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学生多维度数据，挖

掘潜力；借助智能技术支持，使综合评价更客观公正。

为此，提出优化路径：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建立制度体系和数据规范标准；

强化以人为本、工具与价值理性统一的教育评价新理念；增强评价主体智能素养，

通过培训和专业课程培养相关人才，推动高校教育评价改革迈向高质量发展。

（荐稿：彭爱梅）

四、打造一流“人工智能+”专业体系（原文链接：打造一流“人工智能+”专业体系）

打造江苏特色、国内一流的人工智能专业集群。聚焦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从课程建设、实验条件、教师队伍等多方面，加强人工智能品牌专

业和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打造若干江苏特色、国内一流的人工智能专业集

群。支持相关高校成立人工智能教学联盟，加强资源共建共享和经验交流。鼓励

https://mp.weixin.qq.com/s/_GVzJEx-fz7M8q7yhhW5ag
https://mp.weixin.qq.com/s/_GVzJEx-fz7M8q7yhhW5ag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YzMzQwMg==&mid=2651693786&idx=1&sn=b3e8c8cb1430f9cbe152795f97f3eeb9&chksm=817c5646ad204f2b244fabc742d4105edb8f03c3b94925190a326e099ff3be4b3c35341760ae&mpshare=1&scene=23&srcid=0604thC4zNLh1TRpYHraE05b&sharer_shareinfo=ca29718ab1a19a9f0516ff590e11364c&sharer_shareinfo_first=bb08a54ce19b06eb9b4b8d39d9c4355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YzMzQwMg==&mid=2651693786&idx=1&sn=b3e8c8cb1430f9cbe152795f97f3eeb9&chksm=817c5646ad204f2b244fabc742d4105edb8f03c3b94925190a326e099ff3be4b3c35341760ae&mpshare=1&scene=23&srcid=0604thC4zNLh1TRpYHraE05b&sharer_shareinfo=ca29718ab1a19a9f0516ff590e11364c&sharer_shareinfo_first=bb08a54ce19b06eb9b4b8d39d9c4355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jg4OTY2NA==&mid=2247488445&idx=1&sn=78766882518927b8fe49d29e8f678a0e&chksm=fd06e8e765b825b7e9d2f4680ca97f3b621a4cc4fc76fd61f78cf7575a2ac75cd98eef6459d6&mpshare=1&scene=23&srcid=0605XA0ZStxkpaxFSj7khNbl&sharer_shareinfo=0301ff0ebee0d601f1afdc1c405b3f2c&sharer_shareinfo_first=60d65c8f0b42b6ee3b30d17b7f57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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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高校加大人工智能专业建设投入力度，改革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模式，形成

融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培养方案，强化科教协同、产学合

作，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联合打造人工智能实践应用平台，

在项目式教学中提高学生应用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和素养。省教育厅将会同省

有关部门重点支持建设一批省级人工智能学院，发挥人工智能专业建设和人才培

养的示范作用。（荐稿：彭爱梅）

五、人工智能托举低空经济腾飞（原文链接：人工智能托举低空经济腾飞）

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迎来发展机遇，市场规模预计达 1.5万亿元，低空人工

智能成核心引擎。其在智能感知、空域管理等场景可突破环境感知不足等挑战，

已应用于灾后救援等领域，如 2022年“无人机+AI”系统 12小时完成台风“梅

花”500公里线路损毁评估，还能赋能城市管理等行业。

但低空人工智能发展面临关键技术待突破（设备不稳定、信息融合度低等）、

人才缺口大、产业生态不完善（重复建设）三大挑战。对此，我国采取系列举措：

教育部批准 6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专家建议组建国家低空系统

工程院、制定技术标准、改革空域管理等，还应推动智能生成等技术应用，加强

顶层设计，以实现低空产业从“消费电子产品”向“智能工业装备”的转变。

（荐稿：杜天文）

https://mp.weixin.qq.com/s/VDUP7hgNkwSF2UGDd6MUS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