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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人才需求现状

大数据人才缺口

1数据来源：数联寻英2016年发布《大数据人才报告》
2数据来源：e成科技和Dt大数据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发布《2017年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人才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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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人才需求特点：
需求量大、薪资水平高、呈上升趋势

• 2016年全国大数据人才仅46万，未来3-5年内大数据人才缺口将高达150万1；
• 截止2017年12月，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岗位人才需求量比2016年猛增6倍多，

大数据开发类增长幅度达到795%2；
• 大数据开发、数据挖掘相关人才流动大，平均在职时间不超过2年2。



大数据人才需求现状

企业的大数据人才能力差异化需求

天使/A轮
B轮

C轮

D轮及以上 C++
 ETL工程师
 数据仓库

 数据分析师
 Golang
 数据架构师

 数据架构师
 媒介投放
 算法工程师

 NLP
 算法工程师
 数据开发

2017年春季各融资阶段公司
人才需求增幅最高的三个职位

数据来源：BOSS直聘《2017年春季互联网人才趋势报告》

2017年数据类岗位成为所有阶段公司的标配，
C、D轮之后的公司正式进入算法和AI人才的争夺



大数据人才需求现状

大数据核心人才

大数据
工程师
大数据
工程师

大数据
分析师
大数据
分析师

数据科
学家

数据科
学家

 设计和开发大数据平台
 管理和优化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质量监控等

 围绕业务，对数据进行采集、
处理、分析

 面向业务建立模型等

 围绕业务及数据现状，规划
构建AI应用场景

 研究、设计和开发AI算法
 优化算法/模型



大数据人才需求现状

企业大数据人才需求问题

2017年春季在职大数据
人才的上一份工作岗位1

大数据

50%
其他技术

44%

非技术类

6%

1数据来源：BOSS直聘《2017年春季互联网人才趋势报告》

合格人才短缺，招聘困难
• 人才供给大幅增加，但人才质量参差不齐，符合需要的人才数

量依然有限

合格人才短缺，招聘困难
• 人才供给大幅增加，但人才质量参差不齐，符合需要的人才数

量依然有限

理论基础强，但缺乏应用实践能力
• 基础理论技术能力强，实际工作解决问题时缺乏业务与

技术灵活结合能力

理论基础强，但缺乏应用实践能力
• 基础理论技术能力强，实际工作解决问题时缺乏业务与

技术灵活结合能力

人才培养渠道有限，培养周期长
• 工作5年以上的大数据及AI人才是行业主力，大量存在

于学界和巨头公司

人才培养渠道有限，培养周期长
• 工作5年以上的大数据及AI人才是行业主力，大量存在

于学界和巨头公司

市场人才争夺激烈，内部人才流失风险高
• 平均工作1年，市场工资翻倍
• 平均在职时间不超过2年

市场人才争夺激烈，内部人才流失风险高
• 平均工作1年，市场工资翻倍
• 平均在职时间不超过2年

数据类人才流失率不高，
但几乎全部来自学界、
业界或其他技术岗转岗，
新鲜血液供给严重不足



大数据人才需求现状

• 2015年8月国发[2015]50号文《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

– 提出“······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鼓励高校设立数
据科学和数据工程相关专业，重点培养专业化数据工程师等大数据专业人才。
鼓励采取跨校联合培养等方式开展跨学科大数据综合型人才培养，大力培养具
有统计分析、计算机技术、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知识的跨界复合型人才。”

大数据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北大和清华开始招收第一批大数据
硕士，其中清华培养的第一批大数
据硕士生分为5个方向：数据科学
与工程、商务分析、大数据与国家
治理、社会数据和互联网金融

2014年

西安交大、港中文、浙大、厦大
等高校设立数据科学研究中心或
大数据中心，培养具有大数据思
维和穿心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2013年

北大元培学院设立面向本
科生的数据科学实验班；
中南大学招收大数据方向
第一批本科生

2015年

教育部正式批准首批包括
北大、中南大学、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三所高校开设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
业，专业代码080910T

2016年 2017年

32所院校获批设
立该专业；更多
高校正在筹备和
组建该专业



大数据人才需求现状

大数据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教育教学生
态尚不完善

师资力量不
足，教学实
验资源匮乏

缺乏系统性
的教学体系

和内容

需要完善大数据教
育教学生态系统

需要系统性、规范
化的大数据教学体
系和标准化教材

需要建设教学、真
实数据和应用场景
相统一的大数据教
育教学一体化平台



国内大数据人才培养现状

 高校已经开始大数据人才的培养
 截至目前，35所高等院校（首批三所、第二批32所，见

附表1）已经获批设立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

业，2017年263所（其中工学190所，理学73所）正在

申报、等待审批；

 16所学校已设立大数据研究院培养大数据方向的硕士和

博士；

 2016年9月，“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开始列入高职

高专专业目录，目前全国有70多所高职高专院校设有大

数据专业；

 多校合作的协同创新、联合培养模式
 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财

经大学(招生办)和首都经贸大学5所高校组建了一个协同

创新平台，以“应用统计专业硕士”为载体培养大数据

分析方面的人才。

 企业开始重视并着手大数据人才的培养
 如BAT等皆有自己的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



大数据高等教育体系分析

 国内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或开设大数据相关

课程的学校越来越多，对大数据教材的需求越来越大；

 目前国内高校的大数据教学尚处在摸索阶段，无统一教

材，有的选用教师自己的教案；

 高校或科研院所对大数据教材的需求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开设了大数据专业的学校需求一整套完整的大数据教育

丛书；

 另一类是未开设大数据专业的学校单独开设一至两门大数据相

关课程时，需要知识体系完整又不空泛的导论类教材及实验类

教材



大数据人才培养指导思想

3

计算思维培养

2

复合型专业学

习能力培养

1

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基础素质

培养

兼具行业应用和大
数据工程知识的通
识教育、语言能力、
法律道德、计算机
伦理、数学基础等

行业应用基础理论、
数据科学基础理论、
行业应用数据技术、
学习方法等

案例教学、工程
实践等

4
实践能力培养

培养兼具行业应用专业知识和数据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建模能力、求解能
力、数据工程基础
理论与技术等



教材编写的目标

 教材受众定位：面向本科生与研究生，辐射职业教育。教材章节

中含初级部分与进阶部分，不同水准的受众可以选取合适的部分

进行学习。

 教材内容标准：编委会对教材的结构、目录、内容进行严格把关，

完成一套高质量、高水准的大数据教材。教材既包括理论和技术、

也包括领域应用；并且领域应用部分会根据产业界的发展同步进

行更新。

 教材出版计划：大数据系列教材中的基础部分和关键技术部分于

2018年8月前出版，高校秋季开学投入使用；领域应用部分的教

材陆续出版。



教学实验平台

师资力量不足

任何单一专业教
学内容均难以覆
盖大数据复杂体

系的要求

任何单一专业教
学内容均难以覆
盖大数据复杂体

系的要求

大数据体系复杂，计
算机、统计、数学等

三大支撑学科

大数据体系复杂，计
算机、统计、数学等

三大支撑学科

生物、医学、环境科
学、经济学、社会学、
管理学等应用扩展性

学科

生物、医学、环境科
学、经济学、社会学、
管理学等应用扩展性

学科 互联网、政府、交通、
农业、金融、广告、
房地产、旅游、电子
商务、教育等行业业

务应用

互联网、政府、交通、
农业、金融、广告、
房地产、旅游、电子
商务、教育等行业业

务应用

传统计算机、统计、数学、信息系统等专业师资力量充足，
但系统掌握大数据技术、具有行业大数据技术经验师资不足



教学实验平台

大数据实验教学资源匮乏

具有行业应用紧耦合真实数据环境、满足实验实践教学
需求的一体化大数据实验教学平台

传统高校机房实验
室无法满足大数据
技术实验教学需求

大数据技术实践操
作性强，技术迭代

快

需要行业案例大数
据的真实环境

大数据实验一人多
机，具有大计算量、

高性能要求



教学实验平台

大数据教学一体化实验平台

大数据实验室硬件环境

大数据实验室教学软件平台

大数据行业项目案例课程包

大数据基础实验课程包

-大数据一体机

-可视化液晶拼接显示墙

-大数据教学管理系统

-云计算管理系统

-大数据集群监控系统

-大数据数图可视化系统

-大数据Hadoop基础课程包

-大数据离线分析课程包

-大数据实时计算课程包

-大数据高级进阶课程包

3

1 5

42
大数据

实验室



教学实验平台

大数据基础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

大数据离线分析课程包
-Hive基础
-Hive数据定义与操作
-Hive数据查询
-Hive内置函数和UDF
-Sqoop ETL工具
-Azkaban工作流引擎

大数据实时计算课程包
-ZooKeeper分布式协调系统
-HBase分布式数据库
-HBase核心功能模块和Shell客户端
-HBase原生Java客户端
-HBase批量操作与WEB UI工具
-HBase核心知识点
-HBase高级特性
-Storm基础
-Storm进阶
-Kafka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统
-Flume海量日志采集系统

大数据Hadoop基础课程包
-Hadoop安装部署
-HDFS分布式文件系统
-MapReduce计算框架

大数据高级进阶课程包
- Scala基础编程
-Scala核心概念
-Scala高级编程
-Spark简介和安装部署
-Spark核心机制
-Spark SQL基础
-SQL接口编程和调优
-Spark Streaming开发
-MLlib开发和Graphx



教学实验平台

行业应用真实大数据场景

真实大数据环境
完整端到端业
务流程演示与
上机操作

极具针对性的
训练和动手操

作

单个教学行业案
例包数据量达到

GB‐Tb以上

使学生真正了解大
数据行业背景及企
业实施技术需求

使学生在短时间内
得到应用技术技能
提升，满足职业岗

位技能需求

 应用案例：运营商在线服务大数据
 电子渠道提供足不出户的便捷业务办理方式
 全区服务统计：各服务区域内的申告量、处理量、回单量等
 投诉风险：通过申告次数、呼叫次数和用户情绪这三个维度评

定用户等级，预防高危用户流失，降低投诉次数，提高用户体
验

 区域服务效能：通过申告量、专席人数来对各区域服务团队进
行监控

 热点故障区域分布：在地图上展现多发故障的位置以及故障信
息

★数据描述：来源于服务商业务系统：工单历史数据1000W条；专席通

话记录数据2000W条；27个视频，共计时长560分钟。



教学实验平台

大数据教学平台

课程/实验

• 高清课程视频

• 无需安装实验环
境

• 实验文档

• 实验报告提交及
打分

• 课程资源池

• 课程教案创建

• 班级管理

• 课程安排

• 学生实验界面监
控

考试/作业

• 丰富的试题题库

• 多种试题类型

• 在线考试系统

• 作业发布及打分

• 错题智能汇总

• 考试评分讲解

• 在线作业编辑

数据可视化

• 批量导入数据

• 智能数据入库

• 多种图表类型

• 拖拽式图表创建

• 图表智能推荐

• 自定义项目UI风
格

• 移动端项目展示

• 丰富的UI风格库

• 项目分享

学习行为分析

• 学习进度报告

• 实验成绩分析

• 考试作业报告

• 用户反馈报告

• 用户操作统计

• 问卷调查报告

云管理平台

• 服务器资源监控

• 虚拟机管理

• 主机配置管理

• 镜像管理

• 组织结构管理

• 用户管理

• 系统管理



生态建设

引入社会力量办学

政府重视，鼓励大数
据教育教学

30余家高校开设大数
据专业或大数据方向

未来3‐5
年150万
人才缺口

产教融合的社
会化办学

如何应对？

引入社会力量，推动产教融合的社会化办学，探索
大数据人才教育创新模式



生态建设

产学研教育平台模式

产学研教
育平台

线上+线下
企业

政府

学生

高校

• 提供教学环境
• 提供政策支持

学生 学校 教师 社会培训 企业

• 整合国际知名IT企业和国内知
名科研培训机构

• 建立无缝对接企业的就业渠道，
打造企业自己的造血生态体系

• 融合企业资源，引入创新机制
• 提供办学资源，推广因材施教
• 发挥基础教育优势

• 对接最前沿的科技培训机构，
接触最实用的工作技能

• 提供企业实习直接面向企业
就业

不知道选什
么专业

教学体制跟不上
互联网科技知识
的更新周期

传统高校教
师的知识体
系更新慢

天价培训费用 大数据人才缺
口巨大

平台模式



生态建设

产教融合的平台模式
产
引入国内在信息技术研发、行业应用
有着强实力和丰富经验，并且在大数
据行业具有前瞻和引领能力的IT公司
大型的IT企业

教
与高校联合办学，深度整合高校资源，
接轨最前沿的技术和教学理念，发挥
体制优势，突破体制短板

平台

高校教
学体制
为基础

企业人
才需求
为动力

平台化创新
模式为手段

能够全方位引入国际化教学资源和教
学理念；建立大数据教育教学体系、
大数据一体化实验教学平台

产教
融合



生态建设

打造大数据教育生态系统
 组织大数据教材作者走进高校系列活动

 系列活动提供教材作者与授课教师、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为授课教师、学生带来大数据行业领域的前沿进展
 为教材的修订收集建议

 与企业合作推动大数据技术培训
 寻求并引入更多知名企业与高校合作，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

 依托CCF大数据学术会议，组织全国高校大数据学院院
长高峰论坛
 搭建专业的大数据教育教学交流平台，汇聚全国大数据教育精英，共

同探讨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对大数据教育教学的重视，共同打造我国大数据教

育的创新型模式和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