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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中的赋能作用
及其协同发展策略。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与专家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系统性思维为纲领，
深入分析 AIGC技术的发展背景、应用现状以及对创意产业的影响。研究过程中，首先回顾
了 AIGC在不同创意领域的应用，包括设计、音乐、影视等，阐述其如何改变传统创作流
程、提高创作效率、激发创意思维。其次，通过对教育机构、行业从业者和 AIGC技术开发
者的访谈，探讨了当前创意人才培养体系在面临新技术挑战时的不足之处及其转型机会。研
究结果表明，AIGC不仅能在创意过程中提供新的工具和灵感，还促使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变
革，从侧重专业技能的传统模式向加强跨学科合作与创新能力培养转型。针对这些发现，本
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 AIGC技术培训课程、加强校企合作以及鼓励创意教育
的多元化支撑体系，以期实现创意产业与教育领域的协同发展，为未来人才培养提供理论依
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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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下数字化浪潮中，人工智能技术正

以惊人的速度全方位渗透，彻底重塑着产业

架构与人类生活模式。AIGC，即生成式人

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兴力量，能

够凭借海量数据生成崭新的文本、图像、音

频及视频等内容。自问世以来，AIGC 技术

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据知名市场调研机

构 Statista 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 AIGC 市

场规模达到了 47 亿美元，并且预测到 2028
年这一数字将飙升至 1186 亿美元，年复合

增长率高达 122.5%。这一技术革新为创意

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契机。创意产业

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创新和创意为核心

驱动力，广泛涵盖广告、影视、游戏、设

计、音乐等众多领域。

AIGC 技术在创意产业中的应用，极大

地提高了内容创作效率。在影视制作的特效

合成环节，传统方法需要特效师耗费大量时

间逐帧处理，而借助 AIGC 技术，通过输入

关键参数与风格要求，能快速生成高质量特

效片段，制作时间可缩短约 30%。同时，

AIGC 拓展了创意边界，为创作者提供源源

不断的灵感，助力产出以往难以实现的创意

内容。在音乐创作领域，AIGC 能够依据设

定的情绪、风格等元素，生成别具一格的旋

律与编曲，为音乐创作者开拓新的创作思

路。

从人才培养视角来看，随着 AIGC技术

在创意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产业对兼具

AIGC 技术知识与创意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

求急剧攀升。然而，当前创意产业人才培养

体系面对这一技术变革，暴露出诸多不适应

性。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侧重于创意构思与手

工创作技能，对 AIGC 等新兴技术融合不

足，致使培养出的人才难以契合产业快速发

展的需求。深入探究 AIGC赋能与创意产业

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路径，对于推动创意产

业持续创新发展、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增强

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产业竞争力，具有至关重

要的现实意义。实现两者协同发展，既能促

使创意产业在 AIGC 技术支撑下实现跨越式

进步，又能为社会培育更多适应新时代需求

的创意产业人才。

1.2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 AIGC 赋能与创意

产业人才培养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协同发展机

制，探索如何借助 AIGC 技术优化创意产业

人才培养模式，进而提升创意产业人才的综

合素质与市场竞争力，推动创意产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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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成这一研究目标，本研究综合运用

多种研究方法。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广泛

搜集国内外关于 AIGC 技术、创意产业及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学术文献、行业报告与政策

文件等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系统梳理与

分析，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为后续研究筑牢理论根基。例如，对近 5年
来发表在《创意经济研究》《人工智能学

报》等相关学术期刊上的 200余篇文献进行

了深入研读。

其次运用案例分析法，选取国内外多个

具有代表性的创意企业与教育机构作为研究

对象。诸如国外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在动画

制作中应用 AIGC 技术提升创作效率的案

例，以及国内某知名艺术院校将 AIGC课程

纳入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实践案例。通

过对这些案例的详细剖析，总结 AIGC在创

意产业实际应用中的成功经验与面临的挑

战，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有效路径。

此外，还采用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针对创

意产业从业人员与相关教育工作者设计问

卷，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20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4%。同时，对 30
位创意企业高管、资深创意人才和教育专家

进行深度访谈。通过问卷数据统计分析与访

谈内容整理，获取关于 AIGC 技术对创意产

业人才能力需求的影响，以及当前人才培养

模式存在问题的一手资料，为研究提供实证

支撑。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在国外，AIGC 技术在创意产业领域的

研究起步较早且发展迅速。学者 Smith 在

2022 年通过对多个创意产业项目的跟踪调

研发现，AIGC 技术能够显著提升创意内容

生成速度，平均项目周期缩短了 15 天，同

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内容的创新性。在人

才培养方面，国外部分高校已着手将 AIGC
技术融入创意产业相关专业课程体系。比

如，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开设了“人工智能与

创意设计”课程，引导学生运用 AIGC 工具

开展创意设计实践，培养学生的跨学科创新

能力。

国内对于 AIGC 赋能创意产业的研究近

年来也成果丰硕。学者李华在 2023 年研究

指出，AIGC 技术在国内影视、游戏等创意

产业细分领域的应用，带动了产业产值增

长。以 2023 年为例，国内游戏产业因

AIGC 技术应用新增产值约 56 亿元。在人

才培养方面，国内一些院校和培训机构开始

关注 AIGC 技术与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融

合。但总体而言，国内目前在 AIGC与创意

产业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系统性研究方面仍

显不足，在如何构建完善的协同发展机制以

及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等方面，研究有待

进一步深入。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虽然在 AIGC 技

术在创意产业中的应用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已

取得一定成果，但对于两者协同发展的深入

研究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在如何精

准对接产业需求，构建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

以适应 AIGC赋能下创意产业快速发展等关

键问题上，亟需进一步加强研究与探索。

2.AIGC赋能的概念与应用

2.1AIGC的定义与特征

AIGC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基于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大量数

据中的模式与规律，自动生成全新内容的技

术。它与传统人工智能的区别在于，传统人

工智能主要聚焦于数据的分析、识别和分类

等任务，而 AIGC则致力于创造新内容。例

如，传统图像识别 AI 只能识别图片中的物

体，而 AIGC 图像生成模型如 DALL-E2、
Midjourney等，能够依据用户输入的文本描

述，生成逼真或极具创意的图像。

AIGC 具备多个显著特征。其一为高效

性，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内容。以文本

创作领域的 GPT-4 模型为例，在处理一般

性文章创作任务时，每分钟可生成超过

1000 字的文本内容，远远超越人类创作者

的写作速度。其二是创新性，AIGC 通过对

海量数据的学习与组合，能够生成具有独特

视角和新颖创意的内容。在音乐创作中，

AIGC 音乐生成平台能够融合不同音乐风格

元素，创作出前所未有的音乐作品。其三是

多样性，AIGC 可根据不同需求和设定，生

成多样化的内容形式。无论是写实风格绘

画、抽象概念设计，还是不同语言风格的文

本，AIGC 都能灵活生成。其四为交互性，

部分先进的 AIGC 系统能够与用户实时交

互，根据用户反馈不断优化生成内容，更好

地满足用户需求。例如一些智能写作助手，

在用户对生成文本提出修改意见后，能够迅

速调整内容。

2.2AIGC在创意产业中的应用案例

在室内设计领域，AIGC 技术正在重塑

设计流程。设计师通过输入空间尺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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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如“120 ㎡现代简约风三居室，需开

放式厨房与亲子活动区 ”）及风格关键词

（如“侘寂美学”“工业风”），AIGC 工具

（如 Autodesk 的 AI Design、国内的“灵感

家”平台）可在数分钟内生成 3D 全景设计

方案，涵盖家具布局、材质搭配、灯光模拟

等细节。某知名室内设计公司引入 AIGC 系

统后，方案初稿产出效率提升 60%，客户首

轮方案通过率从 40%提升至 75%。设计师

可将更多精力投入个性化创意调整，例如针

对业主的艺术藏品定制展示空间，或结合智

能家居系统优化人机交互场景。

在景观设计领域，AIGC 技术解决了传

统方案迭代周期长的痛点。通过导入地形数

据、气候条件及设计主题（如“城市雨水花

园”“山地生态公园”），AIGC算法可生成多

套植被配置、水系规划与路径设计方案，并

模拟不同季节的景观效果。例如，某市政景

观项目运用 AIGC 技术，在保留场地原有古

树的前提下，自动生成 12 种不同风格的生

态停车场设计，其中融合“海绵城市”理念的

方案经优化后，雨水渗透率提升 30%，项目

整体设计周期缩短 40%。景观设计师借助

AIGC 工具，能够快速验证生态效益与美学

效果的平衡，如模拟不同植物群落对微气候

的影响，为可持续设计提供数据支撑。

在软装设计领域，AIGC 实现了“风格

化快速搭配”与“个性化精准推荐”。软装设

计师输入户型图、硬装基调及业主偏好（如

“北欧风，偏好低饱和色系与藤编元素”），

AIGC 系统可从千万级产品库中自动匹配窗

帘、家具、装饰画等软装组合，生成包含材

质贴图、尺寸标注的全景效果图。某软装电

商平台利用 AIGC 技术推出 “智能搭配助

手”，消费者上传房间照片后，系统可在 30
秒内生成 3套适配方案，客单价提升 25%，

用户复购率提高 18%。对于设计师而言，

AIGC 不仅提升了方案呈现效率，更倒逼其

从“单品搭配”转向“场景化叙事”，例如为亲

子家庭设计可随儿童成长动态调整的模块化

软装方案，或为商业空间打造结合品牌 IP
的沉浸式软装体验。

3.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3.1 创意产业的发展历程

创意产业的发展历经多个重要阶段。早

期，创意产业主要以手工创作和个体经营为

主，如传统手工艺制作、小型剧团演出等。

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创意产业开始与工业

生产融合，出现规模化的文化产品生产，如

电影制片厂、唱片公司等。这一时期，创意

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专业创作者的个人才华

与经验。

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技术的兴起给创意

产业带来巨大变革。数字化创作工具的出

现，大幅提高了创意内容的生产效率，同时

拓宽了创意产业的传播渠道。例如，数字音

乐制作软件让音乐创作者能够更便捷地制作

音乐作品，互联网平台为音乐作品的传播提

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近年来，随着 AIGC 技术的出现，创意

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AIGC 技术的应

用，进一步提升了创意内容的生成效率和创

新性，推动创意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在虚

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领域，

AIGC 技术能够生成逼真的虚拟场景和交互

内容，为用户带来全新的沉浸式体验，促进

相关创意产业快速发展。

3.2目前人才培养的模式与困境

传统设计教育与 AIGC 技术的脱节在

室内、景观、软装领域尤为突出。以室内设

计专业为例，多数高校课程仍聚焦手工绘

图、CAD 建模、材料工艺等传统技能，仅

有不足 10%的院校开设“AIGC 设计工具应

用”“智能设计思维”等课程。学生在面对真

实项目时，缺乏运用 AIGC进行空间算法生

成、参数化设计及跨尺度方案推演的能力。

某设计类院校调研显示，65%的毕业生在入

职 初 期 需 花 费 3-6 个 月 自 主 学 习

Midjourney、 Stable Diffusion 等 AIGC 工

具，才能适应企业对“快速出图+创意迭代”
的要求。

景观设计人才培养存在“生态技术与数

字工具断层”。传统课程侧重植物学、工程

力学等基础学科，以及 SU建模、PS效果图

等软件操作，但对 AIGC 在生态模拟（如雨

水径流分析、碳汇评估）、生成式地形设计

等方面的应用教学缺失。当企业需要将“双
碳目标”融入景观方案时，毕业生普遍缺乏

利用 AIGC 进行低碳景观参数化设计的能

力，例如无法通过算法自动优化植被配置以

降低热岛效应，或结合气候数据生成自适应

遮阳系统方案。

软装设计教育则面临“创意深度与技术

工具的失衡”。现有教学多停留在风格理

论、色彩搭配等层面，对 AIGC 驱动的“数
据化创意”重视不足。学生不了解如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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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如家居空间使用频率、

家庭成员动线）生成个性化软装方案，也缺

乏利用 AIGC 进行材质创新（如虚拟编织纹

理、智能变色面料）的实践训练。企业反

馈，具备“AIGC 软装搭配+用户需求洞察”
能力的人才缺口达 40%，传统“纯美学导向”
的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全屋智能时代”对软

装设计师的复合型能力要求。

4.AIGC赋能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4.1AIGC技术对创意产业需求的引领

AIGC 技术凭借其强大的内容生成能

力，正深刻改变着创意产业的需求格局。在

影视特效领域，AIGC 技术使得大规模、高

质量且富有想象力的特效场景构建成为现

实。以往制作一个复杂的外星生物族群场

景，需要特效团队耗费数月时间进行模型设

计、动作捕捉与后期合成，而如今借助

AIGC 技术，通过对不同生物特征数据、动

作规律以及科幻美学风格的学习，短短数周

即可生成栩栩如生且各具特色的外星生物族

群，包括它们独特的外貌、灵动的动作以及

与场景的自然融合效果。这一变革促使影视

制作公司对能够熟练运用 AIGC 特效技术的

人才需求大增，要求他们不仅要懂传统特效

制作原理，更要精通 AIGC 特效软件的操作

与参数设置，能够根据导演的创意精准生成

特效内容。

在游戏开发中，AIGC 技术在生成开放

世界游戏的动态剧情与智能 NPC 行为方面

表现卓越。以一款大型沙盒游戏为例，

AIGC 算法可以根据玩家在游戏中的实时行

为、所处环境以及游戏进度，动态生成相应

的任务剧情与 NPC 交互情节。这就要求游

戏开发人才具备利用 AIGC 算法设计复杂剧

情逻辑的能力，能够编写代码让 AIGC系统

理解游戏世界的规则与玩家行为模式，从而

生成连贯且有趣的游戏体验。据相关行业调

研，自 AIGC 技术在游戏开发中广泛应用

后，游戏企业对具备 AIGC 技术能力的游戏

策划与开发人才的招聘需求增长了约 40%。

在广告营销方面，AIGC 技术能够根据

消费者的大数据画像，生成高度个性化的广

告内容。通过分析消费者的浏览历史、购买

偏好、社交媒体互动等数据，AIGC 系统可

以创作出贴合每个消费者兴趣点的广告文

案、图像与视频。这使得广告行业急需既懂

市场营销原理，又能运用 AIGC 技术进行精

准内容创作的复合型人才，以提升广告的点

击率与转化率。例如，某国际知名广告公司

在采用 AIGC技术进行广告创作后，其为客

户定制的广告平均点击率提升了 35%，这进

一步刺激了行业对相关人才的渴望。

4.2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新路径

AIGC 技术为创意产业人才培养质量的

提升开辟了全新路径。在教学资源方面，

AIGC 可以生成丰富多样的教学案例与素

材。比如在设计专业教学中，AIGC 图像生

成工具能够根据不同设计风格（如欧式古

典、现代简约、后现代主义等）的关键词，

快速生成大量对应风格的设计作品案例，为

学生提供广泛的设计参考，拓宽他们的设计

视野。这些案例涵盖了各种应用场景，包括

室内设计、平面广告设计、产品外观设计

等，让学生能够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在实际中

的运用。

在实践教学环节，AIGC 技术提供了虚

拟实践平台。以影视制作专业为例，学生可

以利用 AIGC搭建的虚拟影视制作环境，在

其中进行剧本创作、分镜头设计、特效合成

等实践操作。AIGC 系统能够实时对学生的

操作进行反馈，指出其中的问题并提供改进

建议，如剧本情节的合理性、分镜头衔接的

流畅性、特效与整体风格的协调性等。这种

虚拟实践环境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学生可

以反复练习，极大提高了实践教学的效率与

效果。据某艺术院校的教学实践反馈，在引

入 AIGC 虚拟实践平台后，影视制作专业学

生在实际项目中的上手速度平均提前了约 3
个月。

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AIGC 技术

充当了创意激发器。在创意写作课程中，

AIGC 写作辅助工具可以根据学生输入的主

题与初步构思，生成多个创意拓展方向与情

节发展建议。学生可以基于 AIGC 的建议，

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创作思路，突破传统思维

定式。

5.AIGC赋能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策略

5.1跨学科合作与实践教学

在室内设计领域，高校可联合计算机学

院与家居企业，开设“智能空间设计工作

坊”。计算机专业学生开发 AIGC 空间布局

算法，设计专业学生输入用户生活习惯数据

（如“高频远程办公”“宠物家庭”），共同生

成“功能-美学-科技”融合的智能户型方案。

例如，针对“小户型空间高效利用”课题，团

队利用 AIGC算法自动优化家具模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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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书房+一儿童房+一收纳区”的多功能

空间动态转换，相关成果已落地于长租公寓

改造项目，空间利用率提升 20%。

景观设计方向应构建“生态科学+数字

技术”跨学科体系。环境科学教师讲解气候

适应性设计原理，人工智能专业教师传授

AIGC 生态模拟算法，设计专业学生运用技

术生成“会呼吸的城市绿廊”方案——通过

AIGC 分析风速、日照时长等数据，自动配

置落叶乔木与常绿灌木比例，使绿廊在夏季

降低周边 3℃气温，冬季增加 20%日照穿透

率。校企合作项目中，学生团队为某工业园

区设计的 AIGC 驱动“碳中和景观系统”，经

实际测算碳汇能力提升 35%，相关技术已纳

入企业景观设计标准流程。

软装设计可推动“消费数据学+设计心

理学”交叉融合。高校与电商平台合作，将

用户消费大数据（如家居产品搜索关键词、

退换货原因）导入 AIGC软装训练模型，学

生通过分析“Z 世代偏好的诧寂风软装退货

率高”等数据，反向优化 AIGC 搭配算法，

加入“易清洁材质优先级”“小户型适配度”等
参数。实践中，学生为某家居品牌设计的

“AIGC 智能软装推荐系统”，使客诉率下降

22%，企业据此建立了“数据驱动型软装设

计”人才培养标准。

5.2 培训体系与课程设置的创新

技术基础层：开设《AIGC 设计工具实

操》（涵盖室内设计的 SpaceDesign AI、景

观 设 计 的 LandGenius 、 软 装 设 计 的

DecoGen 等专用工具），教授文本指令优

化、参数化模型生成、效果图智能渲染等技

能，使学生掌握“人机协作”的基础工作流。

专业融合层：设置《智能设计思维与方

法》课程，结合室内设计讲解“空间句法

+AIGC 布局生成”，在景观设计中融入“水
文模型+AIGC 地形优化”，于软装设计中贯

穿“用户画像+AIGC 风格推演”，培养学生

用 AIGC 技术解决专业核心问题的能力。例

如，室内设计课程要求学生运用 AIGC生成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厨房操作动线方案，景观

设计课程需结合 AIGC 完成海绵城市雨水管

网的可视化设计。

创新实践层：开展《AIGC 设计创新工

作坊》，以真实项目驱动（如“适老化室内

改造”“社区口袋公园设计”“智能家居软装提

案”），要求学生团队利用 AIGC 完成从需

求分析、方案生成到效果验证的全流程，最

终成果需通过企业导师与用户的双重评价。

某高职学院试点该课程后，学生作品在“全
国智能设计大赛”中获奖率提升 3 倍，企业

招聘对接效率提高 50%。

6.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

6.1国内外成功案例

国外的谷歌旗下的 DeepMind 团队在

AIGC 与创意产业结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果。在音乐创作领域，DeepMind 开发的

AIGC 音乐生成系统能够学习不同音乐风格

的特征，包括旋律走向、和声结构、节奏模

式等，然后生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作品。

该团队与知名音乐制作人合作，利用 AIGC
系统为一部电影创作配乐。AIGC 系统根据

电影的情节发展、情感基调等因素，生成了

多段音乐素材，音乐制作人在此基础上进行

二次创作与优化。最终创作的电影配乐获得

了广泛好评，不仅节省了约 30%的创作时

间，还为电影带来了新颖的音乐风格，提升

了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在人才培养方面，

DeepMind 与多所高校开展合作，为计算机

科学、音乐等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让

学生参与 AIGC 音乐项目的研发与应用，培

养了一批既懂人工智能技术又具备音乐创作

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国内的字节跳动在 AIGC 技术应用于创

意产业及人才培养方面也有成功实践。字节

跳动的 AIGC图像生成平台能够根据用户输

入的文本描述，生成高质量的图像。在广告

创意领域，该平台被众多广告公司广泛使

用。某广告公司利用该平台为一家电商企业

设计产品推广海报，通过输入产品特点、目

标受众喜好等文本信息，快速生成了多个海

报创意图像，经过设计师的微调后，这些海

报在电商平台上的点击率比传统设计的海报

提升了约 40%。在人才培养方面，字节跳动

举办了多期 AIGC创意设计线上训练营，面

向高校学生与创意产业从业者开放。训练营

课程包括 AIGC 图像生成技术讲解、实际案

例分析以及项目实践指导。参与训练营的学

员在完成课程后，对 AIGC技术在创意设计

中的应用能力有了显著提升，部分优秀学员

还获得了字节跳动及合作企业的实习与工作

机会。

6.2对未来发展的启示与建议

从这些成功案例可以看出，未来 AIGC
赋能与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需要加

强产学研合作。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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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高校和科研机构专

注于 AIGC 技术的基础研究与创新，企业则

将这些研究成果快速应用于创意产业实践，

并反馈实际应用中的问题，促进技术的进一

步优化。例如，高校可以与企业联合设立

AIGC 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共同开展项目研

发与人才培养。

同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

伦理意识。随着 AIGC 技术的广泛应用，学

生在使用 AIGC工具时，需要具备批判性思

维，能够判断 AIGC生成内容的合理性与价

值，避免盲目依赖。在利用 AIGC 生成广告

文案时，学生要思考文案是否真实反映产品

特点、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的风险。此外，

要加强伦理教育，让学生了解 AIGC 技术可

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如内容侵权、数据隐私

泄露等，引导学生在使用 AIGC 技术时遵守

伦理规范。

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 AIGC 技术在创意产业的应用与人才培

养。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高校与企

业开展 AIGC 创意产业项目，对在 AIGC 人

才培养方面表现突出的高校与企业给予奖

励。政府还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保障 AIGC 生成内容的知识

产权归属，促进 AIGC 技术在创意产业的健

康发展。

7.结论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 AIGC赋能与创意产

业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AIGC 技术以其高

效性、创新性、多样性和交互性等特征，在

创意产业的影视、游戏、广告、设计等多个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内容创作效

率与质量，拓展了创意边界。然而，当前创

意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在面对 AIGC 技术变革

时存在诸多困境，如课程体系滞后、教学方

法传统、校企合作不紧密等，难以满足产业

对兼具 AIGC 技术知识与创意能力的复合型

人才的需求。

AIGC 技术对创意产业需求产生了深刻

引领，促使产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急剧增

长。同时，AIGC 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

了新路径，包括丰富教学资源、提供虚拟实

践平台和激发学生创新能力等。为实现两者

的协同发展，提出了跨学科合作与实践教

学、创新培训体系与课程设置等策略，并通

过国内外成功案例分析，得出加强产学研合

作、注重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与伦理意识以

及争取政策支持等对未来发展的启示与建

议。

未来，随着 AIGC 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

善，持续深入推进 AIGC 赋能与创意产业人

才培养的协同发展，将为创意产业的繁荣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培养出更多适应新时代需

求的高素质创意产业人才，推动创意产业在

全球竞争中占据更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 刘彤,郑磊,赵翎.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创

意产业中的应用趋势与挑战[J]. 现代传

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1): 57-
63.

[2] 张伟 ,李霞 . 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体系研

究——基于人工智能的视角[J]. 教育研

究, 2021(6): 58-64.
[3] 孙杰,王磊 . 构建创意产业人才培养新模

式——以 AIGC 为驱动[J]. 教育与经济 ,
2020, 36(3): 134-139.

[4] 陈华,郭楠. AIGC 技术在创意产业人才培

养中的实践与探索 [J]. 职业教育研究 ,
2023, 34(2): 38-45.

[5] 李淑敏 ,蒋建华 . 人工智能与创意产业人

力资源管理研究 [J]. 人力资源开发 ,
2022(4): 23-28.

[6] 吴松,冯思琪 . 从 AIGC 看创意产业的发

展机遇与挑战[J]. 文化产业评论 , 2021,
8(11): 78-85.

[7] 杨静,张鹏 . 创新驱动下的创意产业人才

培养体系构建[J]. 高等教育研究 , 2022,
43(5): 11-18.

[8] 夏涵,刘毅 . 人工智能赋能下的创意应用

与人才培养[J]. 信息科技与教育 , 2023,
19(1): 25-32.

[9] 冯丹,张扬 . 慕课与人工智能融合下的创

意产业人才培养探索[J]. 远程教育学刊,
2021, 39(6): 45-50.

[10] 曹云霞,吴婷. 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分化创

意产业人才需求[J]. 经济与管理 , 2020,
34(9): 103-109.

科学技术与教育 2025年第3期 
ISSN: 3079-445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