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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人才培养的现状
• 大数据人才缺口大

– 我国3-5年内大数据人才缺口150万
• 目前大数据人口46万

– 麦肯锡预测，到2018年，在“具有深入分析能力的人
才”方面，美国可能面临着14万到19万的缺口，而
“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来做出有效决策的经理和分析
师”缺口则会达到1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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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人才的薪酬高

– 据Information Week统计，BI领域的
工资至少超过其它IT领域10%



大数据人才培养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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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
– 高校已经开始大数据方向的人才培养

• 很多大学已经开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
• 大量的学校开始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 第二专业、交叉专业或能力提升计划受到各专业学生的欢迎
• 国外高校大数据人才培养情况和国内大致同步

– 企业在大数据人才培养方面
• 阿里、中科曙光、慧科等在高校承建相关专业
• 章鱼大数据、Talking data等企业提供了大数据实验平台
• IBM、理想等众多企业通过举办竞赛、夏令营等方式丰富了大
数据人才培养的实践环境

– 新兴专业和大数据专业的差异发展成为新的课题
• 人工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



大数据与新工科教育

• 大数据是信息技术领域新的产业方向

• 具有天然的学科交叉的基因

– 代表新的科学研究范式

• 第四范式

– 对其它学科有强大渗透力

• 创新创业的热土

– 大数据是和市场紧密结合的方向

– 大量的创新创业的项目都和大数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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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思维是大数据人才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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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thinking is the generic mental pattern observed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picking a 
subject to start with, identifying its parts or components, organizing and describing 
them in an informative fashion that is relevant to what motivated and initiated the 
whole processes.

机器思维

智能思维大数据思维

• 总体思维
• 容错思维
• 相关思维

像人一样思维，能够对周
遭的数据信息进行全面收
集、逻辑判断和归纳总结，
获得有关事物或现象的认
识与见解

主动数据
收集

数据深度
分析

海量数据
处理

信息融合
处理



大数据专业人才能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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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数据处理能力

数据／
知识管
理能力

数据展
示能力

访问分
析能力

数据加
工能力

数据获
取能力

领域结合能力

• 具有黑客的头脑
• 对数据有好奇心
• 对商业有热情
是有影响力、有创
造力，能解决问题
的人

硬能力软能力

专业知识
数据敏感

领域结合



数学基础
(面向数据分析
的数学基础)

编程基础
（利用各级编程语言实

现模型和应用的开发）

系统基础
（先进的计算机
系统的运用能力）

大数据人才所应具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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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素
质

思
维
素
质

跨专业学习 创新能力

基础
能力

数据管理
(海量异质数据
的组织管理)

数据加工
(数据质量的提
升和语义提升)

数据分析
(各种数据分析模

型的理解和运用)

专业
能力



大数据第二专业的培养对象

• 技术融合型

– 将大数据技术作为专业的主要支撑能力，具有
较好的数学和计算机基础

• 如智能科学专业、电子、数学

– 深入理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技术，
特别是对大数据分析技术有重要的需求

– 培养特点

• 掌握大数据管理和分析的主要技术和模型

• 强调对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

• 理解大数据分析应用的建模

10



大数据第二专业的培养对象

• 模型融合型

– 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专业的工具型支撑能
力

• 如经济、管理、医学、社会学、。。。

– 深入理解大数据技术应用领域的需求与主要模型

– 培养特点

• 掌握业务需求、能够设计并实现分析模型，了解获取数据
的途径

• 强调对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强调对业务和分析需求的
掌握

• 了解大数据管理技术，不同程度的理解大数据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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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选择大数据第二专业的原因

• 为转行做准备

– 转计算机或数据科学等相关行业

– 转系转专业、读研、找工作

• 了解大数据技术，拓展知识面

– 人文、社会科学、…

• 提升在大数据分析方面的能力

– 经济、管理、医学、数学、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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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专业与人工智能专业的差别
• 相同点

– 数据驱动的分析是专业的核心能力
• 分析模型的掌握是共同的需要
• 与应用的结合是培养的目标

• 差异点
– 大数据专业更强调

• 数据的获取过程
• 管理模式
• 处理平台

– 人工智能技术更强调
• 系统的整体架构
• 与生物领域的结合
• 学习模型的核心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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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大数据人才培养的情况

• 大数据学科支撑
– 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

• 国内第一个省部级大数据方向重点实验室

• 由多个院系的老师构成

• 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
– 大规模数据管理

– 数据挖掘

– 机器学习

– 多媒体信息处理

– 语义计算

– 大数据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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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大数据相关专业建设基本情况

• 计算机学院数据科学人才培养

– 本科

• 数据科学第二专业（2015年）

– 研究生

• 数据科学二级学科专业（2014年）
– 博士

– 科学硕士

– 专业硕士（全日制与非全日制）

– 相关院系的大数据课程

• 新媒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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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大数据相关专业建设基本情况

• 大数据学院

– 本科

•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第一专业

– 研究生

• 数据科学专业硕士

• 信息学院（结合计算机学院、类脑研究院、
微电子学院）

– 智能科学与技术（新工科项目）

• 智能信息处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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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第二专业
• 目标

– 掌握大数据的思维方式
• 利用数据解决问题

– 具有交叉学科思维
• 跨学科的课程设计
• 多学科背景的班级组织

– 具有大数据分析的能力
• 良好的数学基础
• 基本的编程能力
• 理解大数据分析平台技
术

• 理解数据分析与挖掘的
原理和技术

• 教学计划规定的41 学分
– 专业必修课26学分

• 专业课程学学习
• 毕业设计，组队完成项
目（学科交叉、学校和
企业导师）

– 选修专业课15 学分（模
块化领域方向）

• 数学、新闻、经济和管
理、生物和医学等各个
学科的基础课程

• 学生需要修满至少一个
专业的课程

• 成绩合格者，将颁发
《数据科学》第二专业
证书 



本科第二专业

• 学生情况

– 几乎覆盖复旦大学所有的专业

– 文理科比例约35:65
–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较高

•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 学生背景的差异性

– 由于教室规模的问题，限制了学生的规模

• 最大的教室可容纳140人
• 上海东北片高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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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基础
(线性代数、数学分
析、概率与统计)

编程基础
（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计算思维）

系统基础
（计算机系统

基础）

数据科学第二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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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数据学 大数据分析技术

基础
课程

数据管理
(数据库系统)

数据分析与加工
(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分析模型)

专业
能力

数据展示
(数据可视化)

数据平台
(大数据平台)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 目标
– 系统掌握智能系统构建的核心理论与技术

– 具有较强的综合动手能力

• 由信息学院、计算机学院、类脑研究院、微
电子学院共建

• 涵盖四个方向
– 智能系统

– 智能数据处理

– 智能芯片

– 类脑智能



大数据课程体系的组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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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程

数据科学第
二专业

智能科学与
技术专业

“2+X”项
目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程

• 背景

– 探索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模式

• 从单纯的技能培养到思维方式的培养

– 应对新工科背景下的计算机教育的需要

• 在培养方案上推动跨学科培养
– 学程作为学分的构成单位

• 将计算机的最新技术发展融入到其它专业的教学过程，
支撑“半专业”计算机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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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学程的教学组织

•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程

– 设立一序列课程，帮助学生建立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方面的知识体系

– 课程设计原则

• 基础性
– 掌握的基本编程技能

• 前沿性
– 课程涵盖数据科学、机器学习等领域最新知识

• 实践性
– 通过1-2个综合课程实践，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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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学程的教学组织

•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程
– 课程体系设计

• 基础类
– 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设计、离散数学

• 核心知识类
–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现代计算机与网
络系统、数据库与数据挖掘、数学建模

• 实践类
–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践、领域数据学与实践

• 每门课4学分
– 课程内容融合

– 增加研讨性内容

– 增加实践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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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下大数据人才培养的特点

• 新工科为大数据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空间
– 大数据专业的建设

– 大数据与相关的人工智能可以在新设专业建设
中发挥作用

• 智能科学

– 大数据可以在传统学科改造中发挥作用
• 新媒体技术、医疗信息学、。。。

• 新工科也为大数据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 聚焦核心能力

– 加大与产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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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是当前我国高教界的重要话题

• 国家对新工科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 充分发挥了产学研各方的力量

– 设立了大量的教改项目

• 新工科触发了我们对原有教学方式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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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工科的理解
• 复旦共识

–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 支撑服务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为特点的新经济
蓬勃发展

– 世界高等工程教育面临新机遇、新挑战
•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指数级速度展开

– 工科优势高校要对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挥主体作
用

• 面向当前和未来产业发展急需，主动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促进
现有工科的交叉复合、工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积极发展
新兴工科，拓展工科专业的内涵和建设重点，构建创新价值链，
打造工程学科专业的升级版

– 综合性高校要对催生新技术和孕育新产业发挥引领作用
• 以引领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为目标，推动应用理科向工科
延伸，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界整合，产生新的技术，培育新
的工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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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工科的理解
• 天大行动

– 探索建立工科发展新范式
• 总结技术范式、科学范式、工程范式经验的基础上，探索
建立新工科范式

• 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

– 问产业需求建专业，构建工科专业新结构
• 推动现有工科交叉复合、工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应用
理科向工科延伸，孕育形成新兴交叉学科专业

– 问技术发展改内容，更新工程人才知识体系
• 探索综合性课程、问题导向课程、交叉学科研讨课程，提
高课程兴趣度、学业挑战度

– 问学生志趣变方法，创新工程教育方式与手段
• 加大学生选择空间，方便学生跨专业跨校学习
• 完善新工科人才“创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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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工科的理解

• 北京指南

– 建设一批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

– 建设一批多主体共建共管的产业化学院

– 建设一批产业急需的新兴工科专业

– 建设一批体现产业和技术最新发展的新课程

– 建设一批集教育、培训、研发于一体的实践平台

– 培养一批工程实践能力强的高水平专业教师

– 建设一批跨学科的新技术研发平台

– 建设一批直接面向当地产业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 形成一批可推广的新工科建设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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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工科的理解
• 新工科研究和实践围绕工程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
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开展
– 工程教育的新理念：分析研究新工科的内涵、特征、规
律和发展趋势等，提出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理念和思路。

–  学科专业的新结构：面向新经济发展需要、面向未来、
面向世界，开展新兴工科专业的研究与探索，对传统工
科专业进行更新升级等

–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开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体
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和实践

–  教育教学的新质量：研究制订新兴工科专业教学质量标
准，开展多维度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价等。

– 分类发展的新体系：提出推进工程教育办出特色和水平
的宏观政策、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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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工科的理解

• 如何在人才培养中贯穿新工科的思想
– 如何实现学科的交叉与深度融合的目标

• 交叉性课程
– 力度不太够

• 交叉专业
– 要做到适配性组合，避免0.5+0.5的问题

– 用能力的拓展代替知识的拓展

– 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课程内容设计

– “创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 通过具有真实产业背景的项目，帮助学生体验创新到
创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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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架构看大数据人才素质

• TRS大数据系统

36

行业知识图谱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数据管理

大数据平台
数据分析

行业知识

行业应用



大数据应用看大数据人才素质

• 大数据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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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看大数据人才素质

• 教育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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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课程

• 数据库与数据挖掘
– 主要培养学生的数据
管理与处理能力

– 主要教学内容
• SQL查询语言

• 关系、图数据模型和
数据库模式设计

• 数据仓库

• 数据挖掘过程与预处
理

• 主要数据挖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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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与数据挖掘

– 主要教学内容

•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
护

• NoSQL数据库

– 主要实验内容

• 数据库和数据仓库
模式设计

• SQL查询

• 数据挖掘



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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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计算机网络与系统技术

– 主要教学内容

• 计算机系统
– 计算机系统结构、网络、操作系统

• 分布式系统
– 分布式系统的基础理论

– Map／Reduce计算框架与Hadoop、Spark
– 流计算平台

– NoSQL数据库系统

– 大图数据管理系统

– …



相关课程

• 领域数据学与实践

– 针对深度学习、企业征信、天文、工业／物联
网、生物／医疗、脑科学等领域邀请了微软亚
洲研究院的邓力、国科大张兵、田英杰、复旦
大学冯剑锋、西澳大学吴晨等专家进行教学

– 每学期会邀请不同的专家来复旦授课，通过视
频拍摄可以积累了大量的视频

– 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专题研讨

– 结合领域问题完成数据分析实践

• 主要集中在建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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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数据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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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课程
• 大数据分析技术

– 目标
• 通过一个综合性实验，帮助学生建立大数据分析的整体概
念和能力

– 主要作法
• 和企业建立紧密合作

– 企业提出有第一线的问题和数据
– Talking data、人人行、…

• 充分利用各种大数据竞赛
• 学生分组合作，利用一学期完成一个项目

– WFI定位、手机APP分析、互联网金融数据分析、课程知识图
谱、…

– 效果
• 培养学生的数据敏感性和对数据整个分析过程的掌握
• 提升学生综合利用数据管理和分析工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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