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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
逻辑、挑战与实践

赵磊磊近照

赵磊磊
( 江南大学 教育学院，无锡 214122)

摘 要: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迈入以情感计算、自然语言处理等智能技术为核心支撑的人工
智能时代，数据的战略资源地位日益凸显，数据治理已成为推进高校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
键工具。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的基本逻辑主要体现在数据管理、数据质量、数据决
策与数据服务 4 个层面。高校数据管理忽视“多方协同管理”、缺乏相对统一的数据质量
标准、数据决策在权责限定与顶层设计方面存在缺失、数据服务潜能激发不力制约数据价

值高效释放等可被视为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的现实挑战。对此，应创设落位智能
共管的高校数据管理职能优化机制、完善校本化高校数据挖掘与共享质量标准、构建基于
责权厘定的智能化数据决策体系、优化指向数据价值释放的智能数据服务体系。

关键词:数据治理;数据服务;数据挖掘;数据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 2022) 01－0071－09

一、问题提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从概念层面逐渐落地形成众多“类人化”的产品与服

务，实现了对传统信息技术的实质性突破［1］。信息技术变革具有阶段性，从传统信息技术到人工智

能、5G等新技术，不同阶段的信息技术催生了具有不同特征类型的社会时代。治理一词寓意“依理而

治”，不仅强调多元参与和民主管理，也有凸显治理主体依据情理、法理与伦理规约治理客体之意［2］。

对于数据治理而言，其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紧密相关，从技术时代更迭的角度审视高校数据治理的

历史变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纵观已有研究，较多学者将社会变革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

会等。从以个人计算机、早期移动通信技术等为支撑的信息时代［3］，到以大数据挖掘与分析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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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为支撑的数字时代［4］，再到以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为支撑的人工智能时代［5］，高校数据治理

的基本形态也存在诸多差异。

在信息时代( 高校数据治理的初始探索阶段) ，多场教育信息化知名会议( 如 2009 教育信息存储

大会暨数据管理与虚拟化应用研讨会) 均以“教育数据挖掘”等为主题开展研讨，这表明教育数据挖

掘、教育数据分析等技术方法受到各界人士的共同关注［6］。随着教育信息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各种

独立的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线上教育服务平台不断涌现，这些数字化平台虽然收集和存储了大量教师

教育行为数据信息、学生基本数据信息、学习轨迹数据信息等，但由于信息时代教育数据分析、挖掘等

技术发展的相对滞后，此类教育数据并未得到规范而全面的挖掘，高校数据治理处于效率不高的起步

阶段。

在数字时代( 高校数据治理的快速发展阶段) ，自 2011 年麦肯锡公司( Mckinsey Company) 提出大

数据概念后，美国等教育发达国家尝试建立大规模的教育数据治理体系，并逐渐发展成为常态化的教

育数据集成中心［7］。我国也意识到数据的重要价值，基于数据的新型应用服务逐步成为国内高校信

息化建设的重点关注领域，教育大数据、“互联网 +”等诸多技术及理念为高校教育数据治理的推进

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路径。但是，这一时期大多数高校尚未真正构建起规模化、系统化的数据治理模

式，高校对于“技术”的关注凌驾于“数据”之上，不少高校没有在学校实践层面将数据治理单独作为

核心议题，并未形成系统的实施模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 高校数据治理面临战略转型阶段) ，“2017 年成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元年’”［8］。

随着 5G、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持续推进，高校数据治理进入了智能时代的“战略转

型期”，部分高校在教育数据治理的技术设施与人才储备等方面较为匮乏，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众

多数据安全隐忧与伦理风险，例如隐私数据泄露、数据茧房、算法歧视等。《教育部机关及直属事业

单位教育数据管理办法》等规范文件和标准相继颁布，以期能够规避相应的数据风险。仅有少数学

者针对如何推进智能时代教育数据治理展开了讨论，如宋苏轩等人尝试从物理层、控制层、业务层等

方面设计智能时代高校数据中心体系架构［9］。然而，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高校数据治理这一议题亟待

进一步挖掘。

综上，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应用为社会形态与结构带来了重大变革，智能时代随之

而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政策文件的颁布均将“人工智

能与教育深度融合”视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数据高速产生与流动，技术“类

人”特性的发挥与“数据智能”激发紧密相关［10］。如何治理日益庞大的数据集，消解数据使用风险，

释放数据价值，成为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数据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智能感

知、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的融合，促使“音容笑貌”等多维数据的全面捕捉成

为现实，但在高等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高校数据治理尚未明晰。本研究尝试聚焦人工智能赋

能高校数据治理的基本逻辑与现实挑战，找寻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的实践路向，以期为人工智

能时代高校数据治理工作的有效推进提供参照。

二、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的基本逻辑

人工智能也称为机器智能，其概念最初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Dartmouth学会上提出的。简言

之，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创造出“智能”机器来工作和做出类似人脑的反应，可基于

知识工程和机器学习处理数据，以便感知、推理、计划、解决问题、做出预测和操纵对象［11］。从广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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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人工智能可以描述为“数字计算机或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执行通常与智能生物相关的任务的能

力”;从狭义上看，人工智能是“计算机从数据中学习的能力，且具有类人素质( 包括推理、意义形成、

概括和从过去经验中学习等心理过程) ”。从定义看出，人工智能赋能数据的基本关注点可概括为收

集数据、根据数据推出结论、基于海量数据的预测等方面。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若想剖析人工智能

赋能高校数据治理的基本逻辑，可尝试分析高校数据治理的逻辑维度。部分学者从数据服务、数据管

理角度出发阐明数据治理的价值逻辑，如董晓辉认为，数据治理规定了必须开展的数据服务活动，定

义了谁在数据管理中做什么，并将数据作为实际资产进行管理［12］。也有学者尝试从数据质量角度阐

述数据治理的功能逻辑，如王正青等提出，数据治理活动包括业务活动( 如维护数据质量) 、战术活动

( 如建立和运行数据质量管理) 和战略活动( 如制定数据质量管理战略) ［7］。还有学者从数据决策责

权角度对数据治理的规则逻辑予以分析，如刘金松指出，高等教育数据治理决定了处理数据的人的责

任和决策权［13］。

综上，有关数据治理价值逻辑、功能逻辑、规则逻辑的阐述较多，本研究尝试综合有关数据治理逻

辑的观点，尝试从治理要素分解的角度审视数据治理逻辑的架构，将数据质量、数据服务、数据决策、

数据管理 4 个方面视为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数据治理的核心要素，并尝试阐述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

治理的基本逻辑( 如图 1) 。首先，数据管理涉及对数据的采集、分类、整合及存储，“管”好各类数据

有利于推动“数据信息提取与应用”，这也是有效推进数据治理的技术支撑。其次，数据质量的好坏

是影响数据治理成效的关键因素［14］，可将数据质量视为推进高校数据治理的基础保障。再者，数据

决策是数据治理的核心手段，如何利用数据促进治理计划、方案与行为的优化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基于数据的决策成效”。最后，数据服务是数据治理的根本目标。以人为本是高校数据治理不可忽

视的落脚点，数据治理实践需以数据服务的优化为根本目标，并应落位于数据服务潜能的有效激

发［15］。其中，数据管理是技术支撑，数据质量是关键保障，数据决策是基本手段，数据服务是核心目

标，可依赖数据管理、数据质量与数据决策，实现更为优质的数据服务。

图 1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的基本逻辑

(一)人工智能推动高校数据管理的智能化转型
高校在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后勤管理、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均可产生大量的数据流，不同数据流

的交聚与提取不可杂乱无章，如何推进高校数据管理职能的优化具有重要价值。高校数据管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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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对高校各职能部门或单位数据的采集、存储、共享、安全等［16］。在人工智能时代，人脸识别、图像

识别、智能传感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促使以往难以采集的师生关键数据得以有效整理与归类，在财务、

人事、科研、学院等高校各职能部门或机构间实现跨部门、跨功能、跨系统的数据流智能监测成为可

能。如此一来，人工智能推动了高校数据管理智能化转型，智能技术与数据管理的融合不仅带来了数

据采集与分析方式的革新，也对数据安全防护与数据共享方式产生冲击［17］，如何“管”好高速流动的

数据成为数据管理的现实难题。传统高校数据管理模式侧重于对已有数据的存储与归类，而对数据

资产的价值激发关注度不够。人工智能助力数据管理职能的优化集中体现在通过控制数据开放共享

与隐私加密，利用大数据为学校教育创新与科学发展提供证据支持，实现对教育数据生成与流动的智

能监测，从而促进数据资产价值的最大化释放。

(二)人工智能助力高校数据质量精准改进
人工智能与数据挖掘紧密相关，可通过机器学习、智能感知等技术实现高校数据质量精准改进。

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数据挖掘质量的精准改进可被视为人工智能赋能数据治理的基础保障。智

能感知、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高校从互联网抓取师生、管理者等人的关键数据( 例如本

科教学签到信息、图书借阅信息) ，这对于促进数据挖掘质量的智能监测而言具有重要价值。例如，

可建立课程参与智能监测系统，及时提供学生课程参与监测分析报告，通过呈现参与质量的预警等

级，能够精准描述并预测学生的课程参与质量与学习投入程度［18］。概括来看，借力人工智能，有利于

实现对海量教育数据的精准挖掘与系统化分析，理清当前教育数据统计规律背后隐藏的实然特征，并

归纳出一系列从常规研究难以得到的对策建议，进而有利于推进高校数据质量的针对性提升。

(三)人工智能促进基于数据的精准决策体系构建
基于数据证据的教育决策不仅寓意对于数据的决策，而且也涉及利用数据进行决策。前者一般

探讨如何有效开展数据挖掘、数据共享等，后者一般涉及如何通过数据价值的释放为教育教学决策服

务。我国近几年越来越关注人工智能在教育决策领域的应用，一系列教育政策研究院之类的智库机

构( 如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和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均致力于实现智能数据挖掘与教育公共决策

的深度融合［19］。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决策涉及教育行政决策、教育教学决策等众多方面，其智慧化

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高校信息化建设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人工智能促进基于数据的精准决

策体系构建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关注热点，这也是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的核心手段。基

于人工智能技术，高校可在编辑、整合、量化、分析各类部门数据方面实现智慧化操作，动态抓取教师、

学生、管理人员的实际需求，实现数据信息的智能分类与归纳，从教务管理、本科教学监测、研究生教

育管理、校园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实况出发，打造基于证据的高校舆情决策咨询服务系统，从而构建智

慧化的高校决策服务体系。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决策并不意味着对“人类智慧”的否定，作为“人工

智慧”表征的人工智能与高校决策者的“人类智慧”相辅相成，而人工智能与数据治理的融合实际上

可被视为一种新型的决策工具，其助力于高校基于数据的精准决策体系的建立健全，有利于高校清晰

判定自身问题与未来发展路径，进而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加契合自身需求的教育服务。

(四)人工智能助推高校数据服务的个性化供给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服务通常涉及教学管理服务、后勤支持服务等方面，且人工智能助推高校

数据服务的个性化供给成为高校创新发展的关键支撑，也是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的根本目标。

在人工智能场域下，高校数据服务激发潜能不仅体现在基于“数字画像”的学生评价、基于“情感计

算”的学生创造力激发、基于“虚实交互”的课堂教学应用等“教”与“学”方面，对于依赖“数据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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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校管理服务的效能提升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教”与“学”服务层面，高校可利用智能筛选

与推理技术，对来源不一的教育数据进行识别、清洗、归类、推理与分析，做到“教”与“学”场景的数据

即时反馈，以此来矫正教育教学服务的盲点与不足。例如，密歇根大学有一项关于“基于学生参与度

和情绪状态预测学习效果”的研究，使用人工智能采集学生学习行为数据，评测学生学习参与度，推

导出参与度与学习效果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对学生提出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在“管理服务”层

面，高校可利用机器学习、智能专家系统等智能技术，实现对本科生、研究生等学生群体需求变化、个

体进步等方面的精准研判，及时为管理者战略调整提供行动方案与路径方向。

三、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的现实挑战

遵循前文所述之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数据治理的基本逻辑，本研究尝试从数据管理、数据质量、数

据决策与数据服务 4 个方面分析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变革的现实挑战。

(一)高校数据管理忽视“多方协同管理”

传统高校数据管理的主体参与者以信息化管理者为主，所推行的“数据管理”仍主要偏重“信息

化工作人员层面的数据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师、学生等人的多方协同管理［20］。人工智能的

发展为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工具支持，高校数据管理亟须走向“多方共管”。在人工智能时

代，海量数据不断产生与聚集，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型的数据被连通，实现了数据的高度融合［21］，促使

教师、学生、管理者等多元利益主体均能在充分了解学校信息的基础上参与学校决策［22］。首先，以往

高校数据治理主要由专门的数据管理人员负责教育数据的采集、存储、共享等过程性审查工作，教师、

学生等利益相关者的治理参与程度不足，难以适应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在智能数据采集、流转与

分析方面的多元需求。其次，数据采集与流动情境更为复杂，智能化与定制化数据服务等功能的发挥

亟须实现多方监管，仅凭借“信息化工作人员”的“单维度管理”难以有效实现数据的精准挖掘与分

类。再者，尽管在政策层面上，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 0 行动计划》提出要“促进政务数据分级

分层有效共享”［23］，但在实践层面上，学校、学院、各级机关单位等教育数据利益相关者的“共治”能

力较为薄弱，利用数据辅助教育教学与管理决策的意识薄弱，导致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治理的协作氛围

难以形成。

(二)高校数据治理缺乏相对统一的数据质量标准
数据治理是对整个数据生命周期的治理，涉及数据质量、组织、描述、共享等多个维度。作为原材

料的数据质量，成了数据治理最基本的关键要素。当前高校数据治理在数据质量建设方面存在不少

现实难题，比如各类群体数据体积过大、各部门数据更新速度不一、各部门信息割裂等［24］。在 2021

年 4 月举办的第二届MEET教育科技峰会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合腾讯研究院发布的《迈向更好的

教育:未来教育的技术发展空间报告》显示: “虽然我国的区域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大部分都基本建

成了教育信息化平台，但有 64． 2%的高校依旧认为信息孤岛普遍存在。”［25］如何构建相对统一的数

据质量标准是推动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数据治理的一大难题，而这个难题的破解对于破除教育数据割

裂、垄断、孤岛等数据质量问题也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由于不少高校在早期信息系统建设中主要

以简单实现业务功能为导向，尚未在学校层面形成统一的数据采集、存储、共享标准，导致高校底层数

据架构设计混乱，使得存储于各个平台系统中形式不一的数据集难以被系统整合。人工智能的应用

虽为数据挖掘功能的改善提供了便利，但也受困于数据质量标准的割裂与差异。另一方面，虽然不少

高校的信息化办公室或信息化中心尝试制订宏观层面的数据标准与应用规范，但在推动不同部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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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大量数据实现智能共享的过程中，由于推广应用不力或标准不符合实际需求，子单位或子部门可

能经常借用各种理由拖延或抵制数据共享指令，使得高校数据共享经常处于“要”与“等”的状态。

(三)高校数据决策在权责限定与顶层设计方面存在缺失
高校数据决策一词由来已久，其内涵范畴目前已从“关于数据的决策”走向“基于数据的决策”。

高校数据决策是一项系统化的复杂决策工程，需要技术开发商、学校、业务部门、师生等治理主体的协

同参与［26］。当前高校数据决策在权责限定与顶层设计方面存在缺失。例如，业务主管部门受到传统

惯性制约，往往难以投入专门的力量执行信息化建设任务，进而导致数据资源家底摸不清，缺少宏观

分布图，寻找数据难，数据应用水平不高。由此来看，高校数据治理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治理

主体间的责权划分与行动规划。一方面，不少高校在数据采集、传输、共享、公开等方面的权限界定较

为混乱，数据质量与数据安全问题频发，仅仅依靠信息化办公室等进行数据治理的实践模式存在较多

局限性。在人工智能场域下，高校应充分调动学校管理者、教师与学生等人协同参与数据治理，并在

治理责任、权力、担当、协作等方面有所约束与限制，以期能有效规避数据治理权责混乱所引发的伦理

与安全风险。另一方面，数据治理缺乏校级层面全局规划，数据治理分割问题也逐渐显现，具体表现

为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人与事的分割、专业分工不同的高校教育管理部门之间互设樊篱、数据治理分散

在不同技术部门和业务部门等，进而导致信息标准不统一、数据流转不顺畅、数据权责不明确、共享度

不足、数据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从而阻碍高校数据治理成效的有效提升。

(四)数据服务潜能激发不力制约数据价值高效释放
数据服务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关键过程，服务层通常位于“人工智能 +教育”通用技术框架的最顶

层，是各类“人工智能 +教育”技术形态实现的最终功能体现，如果数据服务潜能激发不力，终将影响

数据价值的释放效果。而且，有效挖掘沉睡在校园中的大数据的价值，面临着数据源的可用性、数据

融合的可行性、数据挖掘的复杂性、个人隐私侵权、数据共享意识薄弱等方面的现实挑战［27］。人工智

能时代下数据服务潜能激发一般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数据服务应用接口，二是数据服务制度

规范。但是，不少高校早期建设的信息系统并不支持可供调取的数据接口，尽管部分信息系统所提供

的信息读取、对接功能相对比较简单，但高校之间教育数据共享存在较大难度且耗费成本较高，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治理服务的个性化供给，很难有效满足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开放共享与高速流动

的现实需求。开发丰富的数据服务应用接口，不仅涉及技术因素，还涉及数据服务制度因素，不少高

校在数据服务权限设定、数据服务安全管理等方面仍缺乏制度规范的保障，进而制约高校数据价值的

高效释放。

四、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的实践路向

立足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据治理变革的基本逻辑与现实挑战，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人工智能赋能

高校数据治理的实践路向。

(一)创设落位智能共管的高校数据管理职能优化机制
在管理层面，高校数据管理亟须走向“多方共管”。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管理职能优化将“管”好

数据作为首要目标，应落位到数据存储、分类与整理等方面，利用智能分类与识别技术实现智能共管。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产生与采集更为智慧化，但生成的结构与非结构化数据繁多且来源不一无疑大

幅增加了数据管理难度。为此，创设落位智能共管的高校数据管理职能优化机制极具必要性。首先，

应关注智能共管工具与方式的变革。利用智能感知、机器学习等技术精准计算师生等人的情感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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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倾向以及能力态度等，有利于根据教育数据的种类与性质实现精准分类管理。其次，应注重专业

化数据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以往我国不少高校从事高校数据管理的人员对数据治理的认知存在缺位

与偏差，其数据治理能力更是有待提升。有必要加强对情报信息等专业的人才引进，加强对已有信息化

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数据素养培训，利用智能化资源推送优势，开发相关培训资源并制定培训方案等。

(二)完善校本化高校数据挖掘与共享质量标准
如前文所述，数据质量保障对于高校数据治理成效的提升具有基础性作用，而高校数据治理缺乏

相对统一的数据挖掘标准。以往高校数据质量标准建设对本校数据样态与分布规律等方面的观照不

足，人工智能时代的高校数据治理应更加注重落位于本校实际需求，完善校本化高校数据挖掘与共享

质量标准。首先，在数据采集方面，高校各级部门的数据治理建设应以已有的信息系统为基础，根据

本校数据采集需求与历史难点，针对神经网络算法、网络爬虫算法等不同智能挖掘技术在数据采集方

面的应用特点与差异，制定校本化的数据采集质量标准，强化教育数据采集的规范性［28］。其次，在数

据流转方面，高校应落位于本校数据流转规范与质量要求，着手构建校本化数据流转质量监测标准，

借助软件为数据智能的共享过程提供数据准确性校验，着力实现智能化提交数据更正请求和在线跟

踪更正进度等功能。

(三)构建基于责权厘定的智能化数据决策体系
如前文所述，在决策层面，高校数据决策在权责限定与顶层设计方面存在缺失。以往高校虽然对

数据治理建设做了较大投入，但数据决策的智慧化建设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决策层面，有

必要构建基于数据责权厘定的智能化数据决策体系。首先，从数据治理主体角度而言，高校数据治理

主体( 如学校行政管理人员、信息化工作人员) 的治理诉求与利益观照有所不同，对数据本身所承载

的责任与权利意识存在偏差，亟须在高校数据采集、存储、共享、应用等方面做好责权划分，从规范多

元治理主体参与数据治理行为的角度，通过大数据平台鼓励公众表达数据治理诉求，打造结构清晰的

多方数据治理格局。其次，从数据决策体系角度而言，基于数据治理责权的厘定，需融合多方人才智

慧与优势，培育多方参与的高校数据治理合作土壤，着手构建智能化精准数据决策体系。可通过智能

筛选、提取与整合数据信息，打破数据治理决策的碎片化和信息不对称困境，建立基于数据智能监测

的数据决策机制，以期能够在凝聚数据治理主体合力的基础上确保数据决策的精准制定。

(四)优化指向数据价值释放的智能数据服务体系
如前文所述，在服务层面，数据服务潜能激发不力制约数据价值高效释放。随着人工智能在高校

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高校智慧化水平日益提升，数据价值的最大化释放成为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关

键之举。在高校智慧校园建设过程中，教学管理、课堂教学、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智慧化发展均依赖于

数据服务潜能的激发。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数据量极其巨大，数据价值释放场域愈发复杂，传统大

数据技术很难满足数据服务智能供给与分析的现实需求。为此，有必要实现立足数据价值释放的数

据服务潜能智慧激发。首先，可尝试利用智能终端、智能专家系统等技术为数据利益相关者提供接入

数据资源的接口，及时打包与封装师生等人的关键数据，实时处理来自师生的搜索和分析请求。其

次，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可视化分析教育教学、教学管理、后勤服务等多类数

据，设置涉及教育教学与师生发展等尤为关键的数据价值观测点并进行实时观测，为师生教与学质量

的改进提供精准支持服务。再者，利用智能挖掘、自适应、图像感知等技术，实现数据服务潜能激发困

境的智慧判定，从数据架构、质量、标准、安全等指标的风险识别与监测角度，实现高质量数据挖掘与

分析服务，推动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教育管理与决策服务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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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自数据治理一词出现后，高等教育领域也逐渐关注并研究数据挖掘、数据采集、数据共享等若干

要素。概括而言，高校数据治理发展经历了初始探索、快速发展、战略转型 3 个阶段。在以人工智能、

5G、云计算等技术为核心支撑的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对于提升高校数据治理水平具有关键作用，高校

数据治理正式迈入战略转型期。高校数据治理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当前高校数据治理缺乏相对

统一的数据质量标准、高校数据决策在权责限定与顶层设计方面存在缺失等众多问题依然存在，相关

问题的破解将成为影响高校数据价值释放的关键。本研究致力于探索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数据治理变

革的基本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向，正是对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数据治理现实挑战的有效回应。在未

来高校创新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智能化高校数据治理”真正落地，值得众多高等教育工作者关注

与探索。此外，人工智能与高校数据治理的深度融合不仅应关注技术变革效应，也需要关注人文关怀

与伦理规约，这可能会成为未来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数据治理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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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ables Data Governance in Universities:
Logic，Challenge and Practice

ZHAO Leilei
( School of Education，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tract: With human society gradually entering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such as emotional computing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s the core support，the strategic
resource status of dat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and the data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key tool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basic logic of AI
enabling university data governan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levels: data management，data quality，data
decision－making and data service． The neglect of“multi－ party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in university
data management，the lack of relatively unified data quality standards，the lack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limitation and top－level design in data decision－making，and the weak stimulation of data service potential
restricting the efficient release of data valu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AI enabling
university data governance． Therefore，an optimization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data management function
with intelligent co－management should be created，the quality standard of school－ based university data
mining and sharing to be improved，an intelligent data decision－making system to be built based on the
responsibility and power，and the intelligent data service system pointing to the release of data value to be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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