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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了带动中国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加快大数据专业建设、培养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意义重大.当前,国内外已经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开

展了大数据人才培养工作,但在如何开展大数据专业建设的问题上还没有成熟的模式.为此,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大数

据专业建设现状,接着采用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其进行分析,最后结合跨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机

制,提出一种“点”“线”“面”“立体”相结合的中国大数据专业建设的跨学科模式,以期为中国大数据专业建设的跨学科

发展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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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thevigorousdevelopmentofnewgener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representedbybigdata,cloud
computing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digitaleconomyhasbecomeanimportantenginetodriveChina’seconomic

growth．ItisagreatsignificancetospeeduptheconstructionofbigdatadisciplineandtrainnewgenerationofinformaＧ
tiontechnologytalents．Atpresent,therearemanyuniversitiesandresearchinstitutesathomeandabroadtocarryout
thetrainingofbigdatatalents,butthereisnomaturemodelonhowtocarryouttheconstructionofbigdatadiscipline．
Therefore,thispapersummarizedtheexistingachievementsoftheconstructionofbigdatadisciplineathomeand
abroad,andusedtheDelphimethod(expertinvestigationmethod)andcaseanalysismethodtoconductanalyse．Lastly,

combinedwith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andpersonneltrainingmechanism,theinterdisciplinarymodelof“point”“line”
“lane”and“threeＧdimensional”intheconstructionofbigdatadisciplineinChinawasproposedtoprovideusefulrefeＧ
rencefortheinterdisciplinarydevelopmentresearchoftheconstructionofbigdatadisciplineinour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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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全球孕育兴起,在学术、科技、
产业等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大数据的融合创新正发生

着重大变革.Nature和Science杂志分别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１
年以专刊形式报道人类已迈进 PB规模的大数据(BigData)
时代.世界各国非常重视大数据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陆续出

台国家战略.例如:２０１２年３月,美国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

OSTP(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Policy)宣布了每年

投资两亿美元支持“大数据研究计划”(BigDataR&DInitiaＧ
tive).同天,我国科技部发布的“‘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信

息技术领域２０１３年度备选项目征集指南”把“大数据研究”列
在首位.我国在２０１５年由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

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

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相继出台大数据相关政策,这些都标

志着大数据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为适应大数据快速发展的特点和对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

力,我国高度重视大数据专业人才的培养.根据２０１８年初发

布的«教育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

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我国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本科

新专业２５０个,自２０１６年教育部批准３个第一批“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以来,到２０１８年我国已有２８３所高校获

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其中包括“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专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和“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

科专业,分别授予其工学、理学和管理学学位[１].

开展大数据专业建设已经成为共识,如何开展大数据专

业建设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为专注本文研

究内容———大数据专业的跨学科模式研究,本文不对多个专

用名词的差异进行详细分析,仅将专用名词进行简化.对前

文提到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专业和“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科专业等名词,如无特殊情

况,后文统一简称为“大数据专业”;对“跨学科”[２Ｇ５]和“交叉学

科”[２Ｇ４]等名词,如无特殊情况,后文统一简称为“跨学科”.



２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讨论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国内外近年来

大数据专业建设的情况做研究综述,即通过梳理,分析大数据

专业建设的跨学科挑战,见第３节和第４节;第二部分提出大

数据专业建设的跨学科模式,即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对“大数

据”的“跨学科建设”的系统化呈现,是本文的主要结论,见

第５节.

２．１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大数据专业建设的跨学科模式.先对

我国大数据专业建设的现状、存在的挑战进行详细讨论,分析

大数据专业建设模式中存在的不足,阐述大数据的跨学科特

性.通过多种研究方法,分析出国内外大数据专业建设的挑

战,提出一种我国建设大数据专业的跨学科模式.

２．２　研究方法

本文以理论和实践结合为基础,一方面采用德尔菲法(专

家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对我国大数据领域的院士和知名高

校开课专家进行理论和实践探讨,同时在举办“全国高校«大

数据导论»师资研修班”的基础上,对多种类型约４０个高校的

近２００位一线教师进行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调查,以跨学

科研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方法为指导,综合使用归纳推理、分

类讨论等方法,进而探析大数据专业跨学科建设的模式.

３　国内外大数据专业建设的现状

３．１　国外大数据专业建设概览

２０１０年,DrewConway提出了第一张揭示大数据学科地

位的维恩图,如图１所示,这对数据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

要的影响;明确探讨了数据科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他认为数据

科学处于统计学、机器学习和领域知识的交叉之处.

图１　数据科学韦恩图

从图１可以看出,数据科学是多个学科的交叉,本文拟从

跨学科角度对国外大数据专业建设现状进行分析,如表１所

列.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对大数据专业建设进行研究,我国学

者朝乐门等[６Ｇ７]重点从特色课程角度对数据科学的内涵和发

展过程等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特色课程建设的建议和对策.

大数据专业涉及多个学科,针对学者们多从学科层面对现有

大数据专业建设进行研究,并且国内外学科目录划分有差异,

本文将侧重从大的相关学科方面进行阐述,不细分每个学科

的具体差异,为此将以计算机相关学科为主的专业简写为计

算机,将以统计、数学学科为主的专业简写为数学 & 统计类,

将以经管类学科为主的专业简写为经管类,并将与经管类相

似的交通、生物等学科简称为行业类.

表１　国外大数据专业建设的情况

地域 高校名称 专业名称 侧重方向

美国

卡内基梅隆大学 计算数据科学硕士 计算机

斯坦福大学 数据科学 数学 & 统计类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分析科学硕士 经管类

华盛顿大学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数学 & 统计类

哥伦比亚大学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计算机

纽约大学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计算机和行业类

明尼苏达大学 数据科学理学硕士 计算机和数学 & 统计类

西北大学 分析科学硕士 计算机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分析科学硕士 计算机

康奈尔大学 应用统计学专业硕士 数学 & 统计类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计算机科学理学硕士 计算机

芝加哥大学 分析科学硕士 经管类

英国

德比大学 大数据分析 计算机

伦敦大学 数据科学 计算机

拉夫堡大学 网络安全与大数据 计算机

剑桥大学 大数据 计算机和数学 & 统计类

耶鲁大学 统计与数据学院 计算机和数学 & 统计类

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 数据科学中的数学 数学 & 统计类

弗莱堡大学 弗莱堡数据分析与建模中心 数学 & 统计类

海德堡大学 应用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

柏林洪堡大学 商业分析与数据科学 经管类

印度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 数据科学 计算机和数学 & 统计类

德里大学 统计系 数学 & 统计类

安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计算机

意大利

天主教圣心大学 数据科学管理 计算机

热那亚大学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

帕多瓦大学 软件可靠性和网络安全 计算机

都灵大学 随机数据和数据科学 数学 & 统计类

０６１ 计 算 机 科 学 　２０１９年



　　　　　　　　　　(续表)

地域 高校名称 专业名称 侧重方向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墨尔本大学 商业分析 经管类

昆士兰大学 数据科学 数学 & 统计类

蒙纳士大学 数据科学 计算机

拉筹伯大学 数据科学 计算机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数据科学 经管类

麦基尔大学 数据科学 社会学等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数据科学 多学科交叉

滑铁卢大学 数据科学 计算机和数学 & 统计类

日本

东京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系 计算机

京都大学 数据科学 行业类

早稻田大学 数据科学中心 多学科交叉

神户大学 数学和数据科学中心 计算机和数学 & 统计类

　　　　　　　　　注:数据来源于高校网址

３．２　国内大数据专业建设的概览与分析

我国大学的大数据专业建设呈现工学、理学和管理学发

展较快而其他学科逐步发展的现状,逐渐形成了以单一学科

为主而其他学科为辅的院系设置局面.其中,工学以计算机

相关专业为主;理学以统计、数学等相关专业为主;管理学以

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为主.根据教育部大数据和数据科学

专业申请情况和我国大数据专业建设现状,大数据专业需要

工学、理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共同融合发展,但当前我国大数

据专业建设呈现以单一学科的背景、理论、方法作为建设指导

思路,似乎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学术资源的分配上都束缚了

跨学科建设,跨学科成为现有学科的知识边缘.

综上,国内外多所高校已经开展了大数据专业建设工作,

为大数据专业建设提供一手资料.通过对国内外大数据专业

建设现状的分析,得出国内外大数据专业建设的异同点,如

表２所列.

表２　国内外大数据专业建设的分析

地域 国外 国内

是否跨学科 是 是

培养层次 硕士为主 本科大专为主

专业年限 ２年为主 ３~４年为主

课程设置
应用型为主,

理论研究开设少

应用型为主,
理论研究开设少

是否有成熟的

跨学科课程体系
正在实践 正在实践

４　国内外大数据专业建设存在的挑战

４．１　大数据本身存在的挑战

一方面,大数据研究本身尚未成熟.国内外专家学者提

出海量性、多样性、高速性和易变性等多种阐述,但大数据的

内涵与外延尚未成熟,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大,种类不断增

多,大数据在各个行业中的需求快速变化,为大数据科研、教

学和行业标准的制定都带来多方面的挑战.在信息通信技术

的快速发展下,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事情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从

而兴起了数据密集型的科研范式.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还面

临着一系列问题[５].而大数据属于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因

此对大数据的认识还存在挑战.

另一方面,大数据专业建设还需要满足“双一流”高校建

设和为产业升级服务的功能.建设“双一流”高校为大数据专

业建设提出新的挑战,根据文献[８]对一流学科建设的研究,

我国高校大致分为以下４类,如图２所示.高起点的专业建

设为大数据专业建设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图２　各类型大学与区域创新实践的关系

４．２　跨学科建设存在的挑战

跨学科理论研究有初步进展.国内外跨学科文献尽管有

诸多差异,但从跨学科一词的基本用法来看,可以把目前的跨

学科文献归结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把跨学科看作研究工

具,相关的研究内容通常称为跨学科研究;另一种是把跨学科

看作研究对象,相关的研究内容通常称为跨学科问题研究[３].

根据文献[３]对跨学科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研究,跨学科可以分

为４类,如表３所列.

表３　跨学科的分类

跨学科的

分类
特征

工具借用
把从其他学科借来的工具用于解释和回答本学科的问题而产生

出新的甚至重大的知识成果

多学科

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虽然跳出了单个学科的范围,但是涉

及到的几个学科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彼此之间几乎不发生联系,
这种情况叫多学科

交叉学科

多学科团队开始彼此交流,师徒建立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互动

和整合变得活跃,涉及的学科之间发生了交叉,多学科就迈入了

交叉学科阶段.这里的交叉学科是指一种研究方法,接近于文

献中经常出现的跨学科,即狭义的跨学科,表示学科之间的互动

关系,不同于表示新兴学科的交叉学科

超学科

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通过全面综合从而超越学科时间观的跨学

科,它与跨学科的显著区别在于超学科不以学科为基础.第二

种是从国家层面推动科研发展,类似于二战期间的官产学研合

作科研项目

跨学科建设的机制尚在探索,存在政策支持、教育地位和

传统学科体制等宏观支撑条件缺乏,院系学科融合难、人才培

养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不健全等中观层面的大学组织和管理机

制仍未配套实行,以及人才培养的学分制、导师配备和毕业学

位等微观方面的问题[４].

５　我国大数据专业建设的跨学科模式

大数据是科学、技术与工程的结合,大数据专业建设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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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的特性.我国大数据专业建设的难点主要在于两个方

面:一个方面是如何界定学习大数据技术的范畴;另一个方面

在于如何界定跨学科中学科的边界.克服大数据专业建设的

难点,重点是要建立一种划分标准,该标准应该满足大数据专

业建设的不同目标.为此,文章提出一种以现有４种类型(应
用型、教学型、研究型和创新型)大学为基础,以“点”“线”“面”
和“立体”相互结合的我国大数据专业建设的跨学科模式,如
图３所示.其中,横坐标 X 轴表示大学类型,对专业建设的

要求逐渐递增;纵坐标Y 轴表示跨学科程度,跨学科程度逐

渐递增;Z轴表示大数据专业知识,难度逐渐递增.该模式解

决了我国大数据专业建设存在的涉及学科广、参与高校类型

多,以及具体到某一高校时,该学科不同阶段(本科、硕士、博
士)能力要求不同的建设需求.

图３　我国大数据专业建设的跨学科模式(电子版为彩色)

应用型大学的大数据专业建设,只采用大数据的实用知

识点作为本专业教学,不涉及跨专业,更多的是在自己的专业

借用其他专业的成熟工具开展工作,以红色离散的圆点表示;
教学型大学的大数据专业建设,应结合本专业的基本知识,根
据需要掌握的大数据获取、存储与管理、分析、可视化,以及安

全和平台技术的某一个链条知识点,使学生能解决本链条大

数据的具体应用,以红色圆点链接成线表示;研究型大学是图

３中枣红色的３个曲线围城的三维曲面上的点,大学应该根

据自己的特色、优势专业,结合学生情况,选取适合的大数据

专业知识点进行跨学科的大数据专业教学、研讨和研究,培养

学生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创新型大学则应努力培养跨学科

人才,培养学生在学习、科研和创新等多个方面的能力,图中

以深蓝色的立体表示.４种类型大学分别对应的大数据专业

跨学科建设如表４所列.

表４　不同类型大学与跨学科大数据建设的建议

大学的分类 跨学科特征 专业建设

应用型大学 工具借用 点

教学型大学 多学科 线

研究型大学 交叉学科 面

创新型大学 超学科 立体

６　未来工作展望

大数据专业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是下一步项目组研究

的重点内容.大数据跨学科专业建设的目标是培养能促进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人才.然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与云计算、人工智能专业[９]等新兴技术融合交织,同时与原有

的计算机学科、统计学科、数学学科、经管类学科存在跨学科

的关系,因此探究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对于促进人才的培养

具有重要意义.
结束语　大数据跨学科专业建设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

程,需要事先评价、事中评价和事后评价相结合,建立切实可

行的大数据跨学科专业建设模式,不仅需要与现有专家团队

进行长期持续的实践与思考,还需要结合教育学、社会学等多

方面的智力对课程建设等[１０]构建一种适合的新的探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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