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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专业认识 

（1）国家重视 
 政府重视大数据的战略意义和数据资源对社会经济发

展的积极作用，国务院2015年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并将“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

据资源开放共享”纳入“十三五”期间规划和建设的重

要目标。 

 

1.设置大数据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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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专业认识 

（2）产业发展需要大数据人才 

 根据麦肯锡报告，仅美国市场2018年大数据人才和高

级数据分析专家的人才缺口将高达19万； 

 美国企业还需要150万能够提出正确问题、运用大数据

分析结果的大数据相关管理人才； 

 85%的500强企业已经或正在推出大数据项目，未来几

年这些企业在数据分析上的投资将平均上涨36%； 

        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 

 目前国内大数据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归纳提炼出了

大数据产业核心要素，有待于形成业界共识。 

 

1.设置大数据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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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专业认识 

 国外: 

 美国Top50院校中的哈佛、斯坦福、卡内基梅隆、哥伦
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15所高校均
开设了大数据相关专业; 

 国内： 

       2015年教育部批准三所高校设立本科专业； 

   2016年有32/38所申报本科专业； 

   2017年 ？/263所申报本科专业； 

（3）大数据及其相关专业发展情况 

2017年12月10日 



一、大数据专业认识 

 清华大学（多层次大数据人才培养： 

                                    硕士、能力提升项目、本科辅修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科学与工程， 

                                      目录外二级学科硕博点） 

 复旦大学（多目标大数据人才培养：数据科学 

         本科第二专业、二级学科-博科硕专硕、相关院系大数
据课程-新媒体硕士） 

北京航空航天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大
学、浙江大学等也在研究生层次建立大数据专业方向。 

 

 

（3）大数据及其相关专业发展情况 

2017年12月10日 



一、大数据专业认识 

1. 师资团队建设与培训 

2. 大数据专业建设小组 

3. 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4 . 参与大数据学科竞赛 

5. 与大数据企业和大数据产业协会联系紧密 

6. 参与大数据人才培养论坛 

7. 复合型人才就业前景展望 

 

（4）高校陆续进行了开设大数据专业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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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专业认识 

• 现在各种学科都在往大数据的方向上发展。比如像数学、

统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等

等，这些学科都在向大数据靠，所以大数据不好说归为

某一学科（虽然目前在计算机门类中）。 

• 就像电子商务一样，现在电子商务成为了管理门类里面

独立的一级学科，但是要说电子商务属于技术还是属于

管理，还是属于营销，或是其他方面，这取决于开设本

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办学定位。 

• 大数据这个学科是一个融合，用来解决领域问题是非常

明确的，就是通过数据的分析和挖掘来获得价值。 

（5）学科越来越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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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专业认识 

• 该专业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是计算机，主要围绕
与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关系及区分度进行讨论: 

        计算机专业、统计学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与计算机专业的区别： 

• 首先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主要支撑技术来源于计
算机; 

• 其次是该专业具备前所未有的复合性特征; 

• 最后本专业以大数据为核心研究对象，强调学生对专业
领域数据的理解能力，深刻体现了技术为数据服务的思
想————复合型人才培养 

2.大数据专业与相近专业的联系与区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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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专业认识 
 

与统计学专业的区别： 
 

• 统计学使用结构化数据； 

• 本专业：强调“大数据”处理技术平台的要求 

• 强调数据从获取、清洗、存储、处理和展示等各个环节
与计算机技术的深度融合； 

• 重视对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的处理 
 

• 统计学工具是“大数据处理”环节需要的 

2.大数据专业与相近专业的联系与区分分析 

2017年12月10日 



一、大数据专业认识 
 

与信息管理专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看待数据和信息角度 

– 信息管理主要强调在理解数据和业务流程的基础上，通

过科学的分析和设计方法，实现管理信息系统，强调利

用计算机技术介入、改造和升级原有的业务系统； 

– “大数据”相关理论和技术更侧重对数据本身的洞察与

理解，相对而言更加独立于原有的业务系统，更专注海

量、复杂、多元数据的深度分析和处理能力，更依赖于

大数据处理平台和技术，也更好地支撑了物联网、移动

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   

2.大数据专业与相近专业的联系与区分分析 

2017年12月10日 



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建设 

• 师资队伍建设 

• 教学条件建设 

• 课程体系建设 

• 实践教学环节 

2017年12月10日 



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16位教师，其中4位企业兼职 

 

2017年12月10日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第一学历毕业
学校、专业、

学位 

最后学历毕业
学校、专业、

学位 

现从事专
业 

拟任课
程 

专职 
/兼职 

1 曹淑艳 女 52 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软件专
业、工学学士

学位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金融学专
业，经济学博

士学位 

信息系统、
电子商务 

程序设
计、数
据结构 

专职 

2 李兵 男 44 教授 

沈阳农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
程专业，管理

学学士 

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计算机
集成制造系统
专业，工学博

士 

数据挖掘、
自然语言

处理 

大数据
分析、
自然语
言处理 

专职 

3 秦良娟 女 46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流体传动与控
制专业，工学

学士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管理
科学与工程专
业，管理学博

士 

电子商务、
信息管理 

数据科
学导论 

专职 



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建设 

教学条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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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探索 

遵照产业定义的通用原则，产业各环节的参与实体应能够提供可交付的产品
和服务，并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供需关系。依据数据价值的提升路径和IT领域的
产品布局。 

2017年12月10日 

大
数
据
产
业
核
心
要
素 



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探索 

• 数据资源部分负责原始数据的供给和交换，是数据资产作为生产
要素的直接表现，根据数据来源的不同，可以细分为数据资源提
供者和数据交易平台两种角色； 

• 数据基础能力部分负责与数据生产加工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要
素供应，为数据加工和价值提升提供生产工具，主要包括数据存
储、数据处理和数据库等多个角色； 

• 数据分析和展示部分负责数据隐含价值的挖掘、数据关联分析和
可视化分析与展现等，是智力要素在数据价值中的集中体现，包
括传统意义上的BI、可视化和通用数据分析工具，以及面向非结
构化数据提供的语音、图像等媒体识别服务； 

• 数据应用部分根据数据分析和加工的结果，面向电商、金融、交
通、医疗等细分行业提供精准营销、信用评估、出行引导、健康
治疗等企业或公众服务。 

• 来源：孙鑫（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1.大数据产业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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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探索 

• 目前难以有完整的课程体系。可以围绕核心要素，根
据各个学校特色进行课程体系设计； 

• 目前的阶段就像早期的信息管理和电子商务专业，需
要一个时间过程、探索,才会有较为成熟的课程体系。 
 

• 自2015年首次设立以来，高校进行了探索，如： 

2.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难以成熟、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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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探索 

• 数据资源提供者和数据交易平台+数据存储、数据处理
和数据库（主要体现在计算机软件技术） 

• 信息资源管理、Web技术、软件体系结构 

• 计算机应用基础、C（C++、C#、Java等）程序设计 

• 算法与数据结构、数据库（NoSQL） 
 

• ※ R语言/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 数据分析和展示：体现在BI、统计、数据挖掘、机器学

习、可视化分析与展示、通用数据分析工具等，为非结
构化数据提供文本挖掘、语音与图像等媒体识别服务； 

• 主要课程大致为： 

 

 

3.围绕大数据产业核心要素四层次梳理主要课程 

2017年12月10日 



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探索 

• 分布式系统原理、人工智能基础、 

• 应用统计（统计学）、多元统计分析 

• 机器学习、数据挖掘、 

• 可视化数据分析、可视化数据展示、 

• 数据建模与统计分析（R语言） 

• 自然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 

• 云计算及其应用、领域大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和展示主要课程： 

2017年12月10日 



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探索 

• 结合高校特色进行设计,如UIBE申报本专业时分
为如下三个方向： 

1. 贸易金融大数据： 

2. 网络营销大数据： 

3. 电子商务大数据： 
 

• 围绕上述三个方向设置经贸、金融、营销、电
子商务等相关领域的基础课程，使学生具备领
域基础知识； 

数据应用部分（领域知识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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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探索 

具体框架为： 

• 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大一、大二） 

• 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领域选修课（大二、大三） 

• 专业选修课+领域选修课（大三、大四）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应以大数据产业

的四个层次为指引，系统地培养学生掌握大数据

应用中的各种典型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升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017年12月10日 



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探索 

 

核心课程示例：略去计算机+专业领域部分…… 

2017年12月10日 

序号 课程名称 
周学
时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周学时 

1 多元统计分析 2 8 数据可视化 2 

2 统计分析软件与应用 2 9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2 

3 统计学习理论基础 2 10 云计算与数据中心 2 

4 人工智能/商务智能 2 11 大数据分析软件 2 

5 数据科学导论 2 12 NoSQL数据库及应用 2 

6 Python程序设计 2 13 Hadoop与MapReduce 2 

7 数据挖掘 2 14 。。。。。。 



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探索 

• 数据资源和数据基础层依托于传统的计算机技术 

• 数据分析和展示层在统计学支撑下与IT结合有所
创新 

• 数据应用层则体现领域综合与办学特色 

 

强调：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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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实验 
 

 技术、平台类实验： 

1、数据库及非结构化数据处理 

2、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 

3、云计算平台的建设与开发。。。 

 数据分析及展示类实验： 

1、结构化数据统计分析 

2、机器学习（商务智能） 

3、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 

4、大数据可视化实验   。。。 

 综合应用类实验：金融、营销、物流大数据综合实验
（与相关大数据公司合作，联合培养） 

实践性教学环节按照知识体系分为三个层面： 

2017年12月10日 



五、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就业领域 

人才就业领域及职业生涯发展----来源:亿赞普大

数据工程师--两会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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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就业领域 

2014年03月17日17:02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317/c40606-
24658421.html 

 

http://tv.sohu.com/20140304/n395994317.shtml 

 

大数据分析引爆央视两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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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5-2017年专业申报情况回顾 

• 2015：北京大学                      理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工学 

                中南大学                      工学 

• 2016：申报38所，批复32所 

                  工学29所，理学3所 

 

                                               2015-2016地域分布 

2017年12月10日 

北京 5 安徽 1 

贵州  5 福建 1 

上海 4 广西 1 

广东 3 河南 1 

四川 3 湖北 1 

云南 3 湖南 1 

山西 2 吉林 1 

    宁夏 1 

    浙江 1 

    重庆 1 



六、2015-2017年专业申报情况回顾 

•                                                                                  地域统计： 
 

• 中国有23个省、5个自治区、 

      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 

      共34个省级行政区。 

       其中29个参与申报 

2017申报：工学190所，理学7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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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5-2017年专业申报情况回顾 

  2017年申报结果期待中。。。     

• 申报新专业，机遇与挑战 

• 建设新专业，任重而道远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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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