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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Outline）
n中国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现状

n新工科发展

n大数据专业人才培训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习近平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总体态势
n 平稳较快发展，规模扩大，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n 行业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n 产业服务化、平台化、融合发展态势更加明显

n 为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提供基础支撑、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一）软件业保持较快增长，为促进
稳增长、稳就业发挥重要作用

2018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3.78万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
收入63061亿元，同比增长14.2%。



（一）软件业保持较快增长，为促进
稳增长、稳就业发挥重要作用

201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利润总额8079亿元，同比增长9.7%；行业人均
创造业务收入98.06万元，同比增长9.6%，高质量发展成效初显。



（一）软件业保持较快增长，为促进
稳增长、稳就业发挥重要作用

2018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643万人，比上年增加25万人。



（二）新兴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为培
育新动能发挥积极作用

信息安全和工业软件产品为支撑，信息系统安全和工业领
域的自主可控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云计算相关的运营服务（包括在线软件运营服务、平台运
营服务、基础设施运营服务等在内的信息技术服务），电
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占比43.9%。

嵌入式系统软件已成为产品和装备数字化改造、各领域智
能化增值的关键性带动技术。

1.93万亿元，增长12.1%

0.9万亿元，增长6.8%

3.47万亿，同比增长17.6%



（三）软件业科研创新活力进一步提
升，创新体系不断完善

n研发投入——“龙头领先、中小微跟进”

◦ 2018年企业研发投入增长达20.4%，高于其业务收入增速13.3个百分点

◦ 成效：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爆发式增长，部分企业国际专利申请量—

—居于全球前列

n技术发展——应用拉动型的创新体系

◦ 云计算、大数据技术逐渐成熟和落地；

◦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形成多种创新应用成果（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

◦ 开源社区改变传统开发模式，正在成为新的创新原动力；

◦ 以应用拉动创新的体系，催生出大量新兴业态，



（四）软件业集聚发展效应进一步凸
显，布局合理调整

n东部地区产业优势地位更为突出

◦ 2018年，东部地区的软件业务收入占全国软件业的比重为79.0%，

◦ 广东、江苏、北京、山东、浙江、上海牢牢占据软件业发展的第一

梯队地位

n中西部地区走特色发展之路，部分省市增势突出。

◦ 安徽省大力发展智能语音产业，收入增长27.7%

◦ 湖北省在打造地理空间信息产业，收入增长19.2%

◦ 贵州省抢先布局大数据领域，收入增长23.4%



智能时代，诸国争锋。
智能制造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什么是新工科

以新经济、新产业为背景，设置和发展
一批新兴工科专业，推动现有工科专业
的改革创新，提前进行人才布局，培养
新经济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引领未来技
术和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具有创新创
业意识、数字化思维和跨界整合能力的
“新工科”人才，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



什么是新工科

“学科专业的新结构
教育教学的新质量
工程教育的新理念
分类发展的新体系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我国高等教育积蓄的动能

•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833万人
•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
• 普通高等学校2663所

• 本科院校1245所
• 高职（专科）院校1418所
• 成人高等学校277所（-5）



2018年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

2018年，计算机大类专业布点3781，占工科门类的20%。



新工科专业改革类项目（19个专业群）

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 包括了202个“新工科”综合改
革类项目

• 涵盖了19个项目群410个“新工
科”专业改革类项目。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本科专业中和大数据相对应的是“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专业，它是2015年教育部公布的新增
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新兴交叉复合型学科，数学、统计学、计算机三大

块课程必须有。各高校在这几门背景学科的基础上，
交叉融合其他的专业知识技能。
目前，大数据主要有三大就业方向：大数据系

统研发类、大数据应用开发类和大数据分析类。具
体岗位如：大数据分析师、大数据工程师等。



机器人工程

智能机器人是集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全

球定位导航、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自动
化等多种学科和技术的产物。
按照工信部的发展规划，到2020年，工业机器

人装机量将达到100万台，大概需要20万工业机器
人应用相关从业人员。这就意味着，未来平均每年
需要培养3万名以上的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工程专业开设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

两大类。因为物联网是个交叉学科，涉及通信技术、
传感技术、网络技术以及RFID技术、嵌入式系统技
术等多项知识，但想在本科阶段深入学习这些知识
的难度很大，而且部分物联网研究院从事核心技术
工作的职位都要求硕士学历，因此本科毕业生可从
与物联网有关的知识着手，找准专业方向、夯实基
础，同时增强实践与应用能力。



物联网工程

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是一门融合了电气、

计算机、传感、通讯、控制等众多学科领域，多学
科相互合作、相互研究的跨学科专业。它涉及机器
人技术、微电子机械系统、以新一代网络计算为基
础的智能系统，及与国民经济、工业生产及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的各类智能技术与系统等。
该专业主要面向的就业领域包括电子信息、自

动控制、计算机、智能科学与技术等，毕业生主要
从事产品开发、系统测试、技术支持与咨询、产品
销售等工作，以及各类学校及科研院所从事相应的
教学、科研等工作。



2015-2019大数据产业发展关键节点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申报情况
n 本科教育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代码：080910（工学、理学）
2015—3所，2016 —32所，2017—250所，2018——203所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专业代码：120108T（管理学）
2017—5所，2018 —25所

n 专科教育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专业代码：610215
申请登记736条，446所高职高专院校成功登记备案



大数据人才需求

数据积累

业务诉求

系统需求

数据模型

系统架构

算 法 系统 稳定运行

发现数据的商业价值，让数据变成生产力



从数据和诉求到需求——数据产品经理

对于一个大数据类项目，其缘起通常是一家单位的信
息化已经完成，在信息系统中积累了足够多的数据，期望
利用这些数据产生新价值。这样的单位能够提供的是数据
和诉求，而如何构建以数据为中心的软件系统的需求并不
明确，这就需要有专业人员与企业管理人员和数据管理人
员想沟通，解决用数据做什么的问题，最终形成数据驱动
软件系统需求，即数据驱动软件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从需求到模型——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

需求明确以后，就可以根据为软件设计的每项具体的功能
定义相应的计算问题。数据驱动软件系统和其他软件的核
心区别在于数据驱动软件中核心功能是基于数据产生新价
值，这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转化、清洗等操作，其中每
一个操作都需要对其建立模型，确定输入输出的数据模式
以及数据的转换模型。这就需要数据分析师或者数据科学
家这一角色，根据明确的需求建立数据分析模型。这里的
分析模型是广义的分析模型，包括狭义的数据分析、数据
挖掘、数据分析、查询处理等。



从需求到架构——大数据系统架构师

如果说分析模式是数据驱动软件系统的灵魂，那么系统架
构是数据驱动软件系统的骨骼，确定了软件的架构、模块
以及各部分之间的接口，这是大数据系统架构师的职责。
数据驱动软件系统和传统软件系统相比，有系统架构需以
数据为核心、通常架构在某一种大规模计算平台之上、需
要充分考虑各项任务的实时性要求和系统的数据量等要求。
大数据系统架构师需要充分考虑这些要求，在此基础上设
计系统架构。



从模型和架构到算法——算法科学家/算法工程师

定义好了分析模型和系统架构，基于此将数据驱动软件系
统中每一个计算问题都定义清楚了，设计求解这些计算问
题的算法就是算法科学家的工作，实现这些算法是算法工
程师的工作。针对大数据的算法科学家的独特之处在于需
要充分考虑数据量、计算的实时性要求和硬件环境要求，
设计近似算法、并行算法、外存算法等算法，使得针对输
入数据量，能够在实时性约束内在硬件环境下计算得到满
足要求的结果。针对大数据算法进行实现的工程师，同样
需要充分考虑面向大数据可扩展性和效率的需求，进行有
效的实现。



从算法到系统——大数据系统开发工程师

算法工程师的职责是对“点”问题的解决，系统开发工程
师的职责则是对“系统”问题的整体解决，系统开发工程
师需要充分考虑平衡系统效率、系统复杂度、算法之间的
配合等因素，将高效算法模块形成高效的系统。



从系统到稳定的系统——大数据系统运维工程师

系统的开发结束是软件系统生命周期的开始而并非结束，
因而在系统上线运行之后还需要系统运维工程师这一重要
角色。对于大数据系统而言，随着数据的持续增加、数据
分布的变化、数据源的增加、数据模式的更改以及计算形
式的改变，系统的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难以有效运
行。这就需要大数据系统运维工程师监控系统问题，预警
系统故障，溯源系统问题，调优系统运行参数，并为迭代
新系统提供建议。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建设方案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