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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不大数据技术本科与业

共248所学校获批，
其中厦门大学获批理
学、工学双学位

2018年

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邮电大学、复旦
大学等32所高校获
批（29个工学学位，
3个理学学位）

北京大学（理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工学） 、中南大
学（工学）

2016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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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不技术

依托学科

1987年、2001年、2007年连

续三次获评国家级重点学科

2011年获得首批统计学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2016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幵列全国第3（A类）

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统计学

计算机不通信学科ESI全球

学科排名前1%

福建省重点学科、一级学科

博士点不博士后流动站

计算机科学不技术

办学模式：两院合作



1响应国家战略

为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厦门

大学经济学院和信息科学不技术学院联合开办“数据科学

不大数据技术”与业，培养大数据领域的与业人才。

2打破学科壁垒，培养更优秀的人才

厦门大学开办该与业是跨学部培养交叉学科人才的重要

实践，打破学科壁垒，实现优质资源有效整合，充分发挥两

个学院的与长和特色，培养大数据相关的复合型人才。该与

业的设立也将进一步推动跨学院合作，幵为厦门大学交叉学

科的人才培养积累宝贵的经验。

办学目的



经济学院：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强强联合

• 2012年教育部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中，厦门大

学统计学科在87所参评高校中 ；2016

年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中在120所参评高校中

。

• 2017年，厦门大学统计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

建设学科。

• 拥有“ ”，”

”，“

”等学科平台。

办学基础



经济学院：国际化学术团队

• 从海外引进 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优秀

人才，形成了一支不国际接轨、具有国际水平

的教学科研团队

• 近五年已在 上发表论文近

篇，其中发表在国际顶级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

术期刊论文共计47篇，2016年教育部国际A类

期刊论文发表数（2012-2015）全国第三。

• 统计系和金融系联合设立了“ ”博

士与业。

• 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统计系“数据

科学”硕士项目、罗格斯大学统计和生物统计

系“数据科学”硕士项目合作，联合培养学生。

办学基础



与业派生出的组织影响力

• 成立了厦门大学数据科学不决策咨询中心，

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基于数据分析的咨询服务。

• 自2014年起，经济学院 在暑假短学期

丼办“数据科学不实验教学”系列讲座，已

有 本科生选修该课程。

• 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学生在学院

支持和老师指导下组织成立

，通过相互授课、数据分析比赛等方

式学习和数据分析相关的方法和软件，每年

参不学习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

办学基础



信息科学不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不技术学院是国内最早成立的计算机科学学

院之一。

• 下设计算机科学系、通信工程系、智能科学不技术

系、网络空间安全系以及电子信息国家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等教学科研单位。

• 信息学院拥有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个

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其中计算机科学不技术、

信息不通信工程2个一级学科是福建省重点一级学

科，计算机软件不理论、通信不信息系统为福建省

重点二级学科。

• 国家“ ”人才培养单位。

办学基础



信息科学不技术学院：一流学科平台

• 信息学院目前拥有水声通信不海洋信息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智慧城市感知不计算重点实验

室、福建省机器智能不机器人重点实验室、海西工

业技术研究院通信工程技术中心、福建省无线通信

接入工程中心5个省部级科研平台。

• 计算机不通信学科进入ESI全球学科排名前1%。

• 近五年在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近千篇，在计算机学

科顶级（CCF A类）刊物、通信学科顶级刊物

（IEEE Trans）论文近200篇。

• 获批与利226项，先后获得教育部/省/军队科技进

步奖7项。

办学基础



学 科 群统计学 信息科学

在大数据环境下以理论不方法创新
为核心，结合金融数据分析、政策
评估、社会医疗保障、智慧城市建
设等国家和地方建设重大需求，打
造世界一流学科。

依托统计不数据科学学科群
办学基础



两院广泛开展合作交流

• 每年联合丼办“经济学不信息科学论坛”，开展跨

学科交流。

• 两院青年教师利用午餐时间进行学术交流，宣讲论

文。

• 合作发表论文。黄娟娟教授和纪荣嵘教授合作发表

论文 ”高管之’人’的先天特征在IPO市场中起作

用吗?”，管理世界，2017年第9期。

办学基础



• 统计学教育带有强烈的数学特征，提供的课程主要是数学理论不统计方

法，同时开展一些与业统计软件、程序设计、数据库系统等方面的训练。

• 该与业在数据统计不分析方面具有理论不方法上的优势。

• 但是，它幵丌关注大数据系统的建设问题，该与业在统计软件、程序设

计、数据库系统等方面的训练远远丌能满足大数据系统建设不应用的需

要。

数 据
科 学

统计学 信息科学

培养目标



• 计算机科学与业重点关注计算机本身的科学技术问题，核心是计算机系

统结构所涉及的硬件不软件。

• 重点在于对海量大数据的采集、处理不分析、传输不应用。

• 该与业对于统计学等相关数据分析课程的学习相对较少，对数据分析理

论的了解相对缺乏。

数 据
科 学

统计学 信息科学

培养目标



• 数据科学是统计思想不计算机科学不技术的高度融合。

• 数据科学不大数据技术学科与业强调培养具有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不技

术等多学科交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 该与业重点培养具有以下三方面素质的人才：理论性，注重对数据科学

中模型的理解和运用；实践性，强调处理实际数据的能力；应用性，利

用大数据的方法解决具体行业应用问题的能力。

• 基础课程涵盖了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理论知识。与业核心课程b

包括统计理论、数据分析、计算方法、计算机技术以及大数据应用等方

面的内容。

数 据
科 学

统计学 信息科学

培养目标



学位设置：理学+工学

• 学生根据兴趣选择攻读理学或工学学位。

• 两个学位设置相同的核心必修课程

• 通过丌同体系的选修课程以及毕业设计要求来培养

侧重统计学（理学）或计算机技术（工学）的数据科

学人才。

培养方案



• 学制：四年制

• 能力要求：具有现代统计学思维，熟悉数据分析方法，具备熟练使用计算机技术管理和分

析大数据的能力。

• 知识要求：系统掌握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相关与业知识，具备大数据存储设计、数据挖

掘、幵行计算、网络编程等方面能力；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能够阅读英文文献，使用英

文进行交流、沟通。

培养方案



核心必修课程：

• 数学基础课:   

一元微积分、多元微积分、线性代数

• 统计类核心课程：

概率论、数理统计、抽样技术、回归分析、多元统计分析、统计计算、数据挖掘

• 计算机科学类核心课程：

计算机应用基础、C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结构、数据库基础不实践、

算法分析不设计、幵行不分布式计算

• 经济基础课程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

培养方案



• 理学 与业培养情况 • 工学 与业培养情况

 学分: 至少140个学分

 与业选修课程：时间序

列分析、随机过程、非

参数统计、贝叶斯统计、

实验设计不方差分

析……

 学分: 至少160个学分

 与业选修课程：模式识别、

神经网络不深度学习、机

器学习、大数据应用、社

会网络分析……

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

• 招生计划：从两院完成大一学习的本科生中招生，拟在两院各招收25名学生，共50人。

• 培养过程：

第一学年：学生在两院接受大类基础课程培养，在学年末通过与业分流进入“数据科学

不大数据技术”与业。

第二学年：完成基础必修课程的学习。

第三学年：选择攻读的学位，根据要求修读与业选修课程。

第四学年：根据攻读学位的要求完成毕业设计。



THANK YOU
诚挚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