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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在化解信息不对称基础上个体向实现决策双方共同利

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转变。大数据时代个体行为方式转变对高校教师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更加注重与高校间的

利益对等、教师自身能力差异与高校错位发展方向的偏离带来彼此多次适岗选择、教师行为方式的学习效应与联动

反应等。这些影响导致高校面临师资流动带来的不稳定性加剧、教师管理体制趋同化与差异化发展之间的矛盾、高

层次人才流动的示范效应导致高校成为人才中转站等挑战。高校应在教师管理工作中贯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大

数据教师管理系统，实施差异化教师管理服务，完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以推动高校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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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电子商务、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网络技

术的发展，数据呈现爆炸式增长，人们在经济社会

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大数据的深刻影响。关于大数

据 ( Big data) ，维基百科将其定义为利用常用软件

工具捕获、管理和处理数据所耗时间超过可容忍时

间的数据集［1］。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大数据需满足

四个特点，即规模性 ( volume) 、多样性 ( variety) 、
高速 性 ( velocity ) 和 价 值 性 ( value ) 或 真 实 性

( veracity) ［2］。
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全球每年数据产生量

增速均在 20% 以上，在 2020 年达到了 50. 1ZB①，

而我国的大数据产量在全球的占比则达到 23% ［3］。
在大数据实际应用方面，典型案例包括 IBM 日本公

司应用大数据分析采购人经理指数; 华尔街对冲基

金公司应用购物网站顾客评价大数据分析企业产品

销售情况; 硅谷某气候公司应用天气、土壤等方面

的大数据预测农场产量并向农户出售个性化保险;

沃尔玛通过销售大数据分析顾客的消费偏好以合理

搭配销售商品等。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方面，

针对停车难的问题，交管部门采集各个停车场的数

据并在路口通过数字标示牌给出剩余车位，以引导

司机合理选择停车场; 各电商平台的顾客评论为消

费者辨别产品优劣、选择适合自己消费偏好的产品

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医疗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

不仅能够为患者找到最佳治疗方案，而且可以帮助

大众有效避免一些病因的发生。正因为大数据具有

广泛的用途，其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作用日益显现，

各国政府都在推动数据的共享开放，以驱动经济社

会的新发展和新变革［4］。
大数据对高校的教育、发展与管理也产生了重

要影响。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传输渠道的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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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师生能够获得更加广泛的海量信息，因而对其

自身的选择和行为模式，进而对高校的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要在量化集成、精准预判和个性化理念等方

面不断创新，并依据可视化原则、个性化原则和即

时性原则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5］。在管理与决策

上要注重大数据的个性化、及时性、科学性、差异

性、互动性、整合性及权变性等特点，克服目前高

校教育管理存在的人文不足、形式单一、缺乏个性

及反馈不足等弊端，实现常态化地收集数据、多样

化地应用数据、制度化地管理数据，从而提升管理

效益［6 － 7］。此外，关于高校学生管理，应依托大数

据关注学生的思想情况、情感走向和行为动态，从

而为学生管理［8］、贫困生资助［9］和网络舆情的研判

与治理［10］等方面提供科学的决策。但现有相关研究

成果较少从大数据时代个体行为方式转变这一视角

来研究其可能对高校教师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本

研究从大数据对高校教师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出发，

探寻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管理面临的挑战，并提出

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管理的对策措施，以期为改进

高校教师管理制度、促进高校发展提供有意义的

参考。
二、大数据时代个体行为方式转变

( 一) 不确定性与不对称信息下的行为人个体

行为方式

作为经济行为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

在做出经济决策时都会面临不确定性 ( uncertainty)

与不对称信息 ( asymmetric information) 问题。不确

定性是指经济行为人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某件事或

某项决策的结果。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经济行为

人在面临某件事或做某项决策时，会尽可能掌握完

备的信息以做出最佳决策，从而获得相应的利益。
但在事件或决策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搜寻信息的过

程中，不同当事人掌握的信息并不相同，而且在最

大化行为人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都会尽可能获得别

人的信息而保密自己的信息，从而产生信息不对称

问题。信息不对称的概念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在 1970 年提

出，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买卖主体不可能

完全占有对方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必定导致信

息拥有方为谋取自身更大的利益而使另一方的利益

受到损害。基于信息不对称，阿罗 ( K. J. Arrow)

引入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概念，这是不对称信

息条件下经济行为人个体选择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逆向选择指事件或决策的行为人一方相较于其他人

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并以此做出对自己有利而对他人

有害的决策; 道德风险则指事件或决策的行为人一

方采取了不能够被其他人观察到的行为，从而为自

己带来利益并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逆向选择的

典型例子是二手车市场上，卖主由于对自己所售二

手车的质量掌握更多信息但却以次充好，买主则因

为不对称信息而无法准确分辨二手车质量，由此导

致劣质车驱赶优质车，即出现了柠檬市场; 道德风

险的典型例子是保险市场，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了保

险之后采取了与购买保险之前不同且不会被保险公

司观察到的行为，从而让自己获得利益而保险公司

却因此受到损害。
正因为存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在

明确知道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情况下，

经济行为人个体的行为选择也会因此发生变化。经

济行为人 ( 无论是风险规避型、风险偏好型还是风

险中性型) 的行为选择目标是让自身效用 ( 或利

益) 最大化，会基于风险和损失衡量期望得益与期

望损失做出行为选择。由于现实经济活动中，风险

规避型经济行为人占主导地位，因而在面对风险事

件或风险决策时，会赋予风险和损失更大的权重，

从而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为保护自身利益会避免信

息被对方获取，掌握信息较少的一方则由于明确知

晓无法从对方获取更完备的信息而降低其在风险事

件或风险决策中的期望得益，从而依据期望得益给

予相应的支付。保险等市场的消费者会基于自身利

益实施可能导致对方利益受损且不易被对方观察到

的行为，甚至怀着获得购买保险等产品所支付价格

的相应回报思维采取保险购买后的行为，而保险产

品供给方则明知对方会采取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隐

蔽行为，从而提高保险产品的预期损失并据此提高

保险产品的价格，导致保险产品的市场价格偏离真

实风险概率，将具备良好风险行为和优质保险产品

的消费者挤出保险市场。风险事件或风险决策的双

方或多方之间相互作用，不断强化其在各方之间的

结果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从而导致逆向选择

和道德风险问题越来越严重。
( 二) 大数据与行为人个体行为方式转变

大数据无法改变风险事件或风险决策的结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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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因为其不确定性是由风险事件或风险决策

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但大数据能够改善参与各方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面临风险事件或风险决策，

信息劣势方会不断搜寻其他参与方的相关信息，从

而改善自己的信息劣势，但这个过程在大数据产生

和应用之前无法完成，因为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不

会将自己的信息分享给劣势方。而在大数据产生和

应用之后，信息劣势方可以不经过优势信息方而获

得其做出决策所需要的足够信息。在大数据时代，

任何经济行为人都会在相关经济活动或市场交易的

过程中留下大数据的痕迹，如果能够合法取得并用

于风险事件或风险决策，就能够改善信息劣势的状

况，从而提高其在面临风险事件或风险决策所作选

择的获利能力。大数据应用于柠檬市场中，就可能

通过建立面向买卖双方的中间信息平台把信息成本

降下来②等方式化解逆向选择。大数据应用于规避

道德风险，则可以利用互联网云计算技术中 Hadoop
技术集成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非主观性地

分析风险事件或风险决策各方的行为偏好，快速提

取道 德 风 险 特 征，提 高 客 观 识 别 道 德 风 险 的 效

率［11］，从而以精准的选择化解经济现实中可能存在

的道德风险问题。
大数据对于风险事件或风险决策中不对称信息

的改善，会导致经济行为人的行为选择方式发生根

本性的转变。由于不对称信息带来的风险及其损失

是决策双方共同面临的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等个体理性而非群体理性的行为极大地影响着人们

思考并做出决策。随着大数据的产生和应用，社会

个体能够在接触、采集大数据的过程中，为个体的

选择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提供新的资源

和能力，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决策双方的不对

称信息状态，从而提高决策双方做出科学理性决策

的能力。因此，人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优先考虑

的将不再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和损失，而是在

化解信息不对称基础上决策双方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三、大数据时代个体行为方式转变对高校教师

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缓解带来个体行为方式向关

注共同利益最大化转变，同样体现在高校教师的行

为中，即大数据时代高校与教师之间关于高校的管

理与发展、教师自身的偏好与能力等方面的信息更

加透明，从而使得教师自身个体与高校之间可能寻

求更加一致的选择。高校教师在处理其与高校之间

的关系时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
( 一) 高 校 教 师 更 加 注 重 与 高 校 之 间 的 利 益

对等

正如前文所述，大数据时代决策双方由于信息

不对称的改善而促使人们由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

思维方式转变。对于高校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的

改善降低了逆向选择的风险，从而根据所聘任师资

的真实能力给予对等的报酬。但作为高校教师，其

在理性思维下面临这样一对矛盾: 按照收入 － 劳动

供给曲线，收入在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劳动者的

劳动供给将会减少，其重点关注的将不再是通过增

加劳动供给来增加收入，而是更加注重生活品质。
但在现实经济条件下，由于房价高企挤压了家庭收

入的支出空间、孩子抚养和教育支出巨大、医疗费

用不断攀升，使得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意愿与现实需

求呈现出尖锐的矛盾。高校教师作为接受高等教育、
具备较高知识文化水平的群体，对这一矛盾的认识

也更加深刻，因而其在做出职业规划与选择时，更

可能依据劳动供给意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不

断调整自己的就职方向，更加注重与高校之间的利

益对等。
( 二) 高校教师自身能力差异与高校错位发展

方向的偏离带来彼此多次适岗选择

大数据时代生产方式的革新，同样意味着高校

在知识产品生产、通过知识传授培育学生能力的过

程同样需要向差异化、定制化方向转变，而教师能

力的差异化发展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在这个

过程中，教师和高校之间可能形成两个方面的矛盾。
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希望其在实际工作中的付出能

获得尽可能大的边际收益，无论是货币化的收入，

还是在文化认同或人际关系等方面，都能够体现其

应有的价值; 对于高校而言，则希望其所付出的货

币支出能获得尽可能大的成果收获，这往往导致高

校在实际管理工作中重成果评价指标轻文化与人际

关系建设、重财政指标的核算轻考核指标的适宜性

论证、重违约责任轻人文关怀。二者的矛盾加剧了

高校教师个体需求与就职单位总体需求之间的偏离，

导致教师与高校之间存在多次适岗选择。
( 三) 大数据缓解信息不对称下高校教师行为

方式的学习效应与联动反应

大数据时代信息倍增效应带来群体化行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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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教师与高校之间的多次适岗选择产生了较

大的学习效应和联动效应。对于高校教师而言，长

期发展前景需要就职单位拥有良好的发展平台，并

给予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具备这些条件的就职单

位，则往往忽视高校教师的短期需求。反之，能够

解决高校教师短期需求的就职单位，则缺乏对于高

校教师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发展平台与发展空间。
二者的矛盾导致高校教师在做出选择时偏离其实际

的价值取向，比如在具备良好发展平台和广阔发展

空间的就职平台，因为短期需求而偏离了长期发展

目标; 或在优先解决短期需求的就职单位，则因不

具备发展平台和发展空间而无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其应有的贡献。这种局面在大数据时代因为具有

代表性的局部或个体行为而导致其他老师的学习效

应，进而因为彼此间的联动效应放大了教师与高校

之间存在的多次适岗选择所带来的不利效果。
四、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个体行为方式的转变，虽然其目标

是带来双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但可能存在的注重

利益对等、彼此多次适岗选择及学习效应和联动效

应，对高校教师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 一) 高校师资市场化流动加剧教师管理工作

的不稳定性

师资队伍的流动与稳定关系到高校教学科研水

平的提高。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鼓励科技人才流动的

政策，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同时

又对高校现行的教师管理模式产生了冲击和挑战。
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具有更强竞争力的高校，在同

等级、同层次人才上能够给予更高待遇的高校，或

在教师管理中能够依照师资的教学科研能力给予更

好发展前景的高校，必然在追求利益对等的教师劳

动力市场上更具吸引力。反之，在上述各方面处于

劣势的高校，则会在自由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极

为不利的地位，优质教学科研人员易于被其他高校

所吸引。大数据时代信息及其传播速度的加快，大

大缓解了高校师资流动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优质师资能够更容易地搜寻到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

工作岗位，市场化流动频度加快，使得高校教师管

理工作中的不稳定性加剧。
( 二) 教师管理体制差异性缩小与高校寻求差

异化发展的目标相矛盾

改革开放尤其是大学扩招以来，追求规模化、

综合性、国际化成为我国高校的共同发展趋势，高

校发展道路的趋同化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近年来

逐渐向差异化、地方化、特色化发展道路转变，这

种转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高校教师管理体制。早期

高校教师管理体制的交流主要限于人与人之间面对

面的沟通，基于自身需要的保留信息，不同高校教

师管理体制的差异性相对较大。而在大数据时代，

传统的高校之间教师管理体制的信息交流模式被打

破，通过网络、自媒体等方式，加上普遍的学习效

应，大大缩小了不同高校教师管理体制的差异性。
但高校寻求差异化的发展路径，需要的是差异化的

师资，从而对教师的管理服务提出差异化要求，这

就造成高校教师管理体制差异性缩小与高校差异化

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
( 三) 人才流动的示范效应导致一些高校成为

人才中转站

我国高校教师流动率呈逐年增长趋势，2012 年

全国高校教师的流动率为 5. 74%，2016 年到 2018
年则依次提高到 6. 51%、7. 60%、8. 40%［12］。随着

大数据时代教师和高校的差异化发展，高层次人才

通过流动性实现自身精确的差异化定位和工作环境

的需求仍然会快速增长。而在高层次人才不断流动

过程中形成的示范性效应，导致一些高校成为人才

培养的中转站。追求更高科学研究成就的教师流向

了水平更高、支撑条件更好的高校; 追求更高收入、
更宽松生活环境的教师则流向了较低层次的高校。
这种情况对于一些中等层次的高校尤为艰难。一方

面他们希望通过培育人才促进自身教学科研向更高

水平发展，但却无法提供与高水平大学同等或相近

的支撑条件，也无法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丰厚的收入，

因而在培养自身高层次人才的过程中面临两难境地。
五、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管理的改革措施

大数据时代是人才争夺与竞争的时代，如何通

过高校自身的教师管理工作，吸引外部人才的加盟，

并留住内部人才服务于高校自身的发展，对于高校

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鉴于此，高校教师管理工作

的精准化改革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以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引 导 高 校 教 师 管 理

工作

2013 年 3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新时期我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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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战略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
倡导每一个国家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

展，也打造“利本国”和“利他国”相统一的 “利

益共同体”，是本国安全也让他国安全的 “安全共

同体”，是考虑当代人发展也不危及后代人可持续

发展的“发展共同体”［13］。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样可

以贯穿于高校教师管理工作中，形成高校与教师共

命运、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学校是高

校教师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的依托，而教师则是高

校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实施主体。在大数据时代，个

体行为向有利于实现教师与高校共同利益最大化方

向转变的背景下，以命运共同体理念贯彻高校教师

管理工作，有利于增强高校教师作为行为个体的这

一行为转变趋势，并在彼此将对方视为与自己休戚

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打造高校和教师之间

的“利高校”和 “利教师”相统一的 “利益共同

体”，形成高校发展也让教师获得发展的 “发展共

同体”。
( 二) 构建完善的高校教师大数据管理系统

以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互联网海量信息为

内容的大数据中心，是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要内容。其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

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为

精准决策提供参考。事实上，针对大数据的获取、
存储、管理和分析，在电商平台利用客户购买行为

及随后的评价等大数据分析客户需求方面的应用已

经相当广泛。高校同样可以利用教师管理过程中的

大数据，为每位教师建立大数据电子化管理档案，

便于实时发现高校师资的职业需求动态，分析师资

在岗位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从而为高校教师管理工

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而采集和分析所需的大数

据，则不仅仅是本校教师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大数据，

还应充分利用来自其他高校的大数据。为此，一要

注重大数据的收集与管理，准确地分类和存储各类

数据信息，为高校教师管理工作提供充分的数据支

持; 二要加强大数据的使用，提升高校相关工作人

员搜索获取必要信息并使用大数据进行决策分析的

能力。
( 三) 以 大 数 据 为 基 础 实 施 差 异 化 教 师 管 理

服务

趋同化的教师管理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日益

个性化、个体化的高校教师发展需求，而差异化的

教师管理服务则需要精准分析每一位教师的个体特

征和利益需求，并据此采取针对性的管理和服务措

施。首先，高校教师管理部门要在教师管理工作中

依据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准确把握每一位教师，尤

其是那些对于高校自身学科发展至关重要的教师的

个体特征和利益需求; 其次，应依据针对高校教师

个体特征和利益需求的分析结果，采取精准的教师

管理服务。这就要求高校教师管理部门针对师资制

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和方法，而以个性化的服务、精

准的绩效考核与奖励措施、人性化的工作生活环境

及文化氛围，让师资为学校的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 四) 完善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考核评价体系

稳定的教师队伍是高校持续发展的基础，而要

维持稳定的教师队伍，就要完善适应大数据时代的

考核评价体系。我国传统的高校教师考核评价体系

主要体现为职务晋升和聘任的考核，并与分配体制

紧密挂钩，在评价的内容上注重质量意识，在评价

方式上以业绩定量考核和量化考核为主线、各种考

核方式并存［14］。在大数据时代，更需要注重高校教

师个体特征和利益需求的差异性，教师考核评价体

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一是要着眼于解决高

校教师劳动供给意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平衡

各种现实需求，提高教师的边际劳动产出; 二是注

重人文与人际环境建设，保证高校教师个人需求与

就职高校需求之间的一致性; 三是着眼于解决短期

需求与长期需求之间的矛盾，保证高校教师实际工

作与其岗位需求高度一致。
六、结语

大数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

对经济行为人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通过化解信息

不对称而导致个体行为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对高

校教师的选择行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给教

师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高校教师管

理工作也必须因应时代的变化做出调整，在重视高

校教师作为个体在行为方式、行为目标、利益关注

等方面变化的同时，通过建立大数据管理系统、差

异化的教师管理服务和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考核评价

体系，引导高校教师树立自身与高校休戚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和促进高校的建设和发展。

注释:

①1ZB 等于 1012MB，或十万亿亿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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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莫 凡 . 以 大 数 据 化 解 信 息 不 对 称［J］. 中 国 财 政，2014
( 11) : 74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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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Ｒeform in University Teachers Management
in the Big Data Era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ividual Behavior

QIN Dana ，QIN Jingyunb

( a. Facult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b. School of Media and Exhibition，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Big data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namely，the behavioral change
of individuals to maximize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in decision － making by resolv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with big data． Transformation in individual behavior has also influenced college teachers significantly，which include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equivalence in interests between colleges and teachers，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ability
difference of college teachers and the misplace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lleges which leads to multiple job choices，
and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interaction effect of college teachers' behavior． These effects lead to the increasing
instability caused by the flow of teachers，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system for university
teacher management and differential in development，and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high － level talent mobility leads
some universities to become talent transfer stations． Thus，universities should creat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build teacher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big data，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teacher management services，and
improve the teacher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Key words: big data; transformation of individual behavior; teacher managemen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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