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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人才认定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数据人才的定义、技术等级、职业方向等内容。本文件适用于从事大数据相关领域

工作的人才认定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大数据人才认定适用专业 

适用的专业主要包括： 

本科专业：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测绘类、自动化类、数 学类、电气类、机械类、管理科学与

工程类、财务会计类、电子商务类、统计学类、经济学类、财政税务类、公安技术类、金融学类、汽车

制造类、生物技术类、地理科学类。 

专科专业：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电子商务类、自动化类、 测绘地理信息类、通信类、财务会

计类、统计类、司法技术类、 物流类、公安管理类、公安技术类、航空装备类、道路运输类、 公共管

理类、金融类、统计类、机电设备类、汽车制造类、财政税务类、文化服务类。 

技工专业：信息类、机械类、电工电子类、交通类、财经商贸类、能源类。 

中职专业：计算机类、电子商务类、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测绘地理信息类、

财政税务类、物流类、航空装备类。 

具有大数据相关专业背景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从事大数据相关工作，可直接参与专业技术

等级考核、认定。 

非相关专业人员从事大数据相关工作，可通过自身学习或社会培训取得相应证书(具体专业目录见

附件 1)。 

5 面向职业岗位 

5.1 概述 

主要面向城市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大数据采集、大数据处理、大数据分析、大数据

运维、大数据管理五大岗位群的数据标注、数据处理、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开发、大数据分析、大数据

交易、大数据可视化、大数据系统集成、大数据架构师、大数据算法工程师、大数据平台运行与维护、

大数据技术服务、大数据管理、大数据售前(售后)技术支持以及大数据产品经理等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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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数据采集 

大数据采集职业岗位主要包括： 

初级：主要面向各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采集岗位， 从事数据库管理、业务系统日志数

据管理、互联网应用数据的采集等工作。 

中级：主要面向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采集岗位，

从事容器日志数据、操作系统日志数据等的采集、清洗与存储等工作。 

高级：主要面向大型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采集算

法开发、高维数据采集等岗位，根据企业数据开发需求，编制并实施解决方案，从事软件研发、软件测

试、系统运维、系统审计等工作。 

5.3 大数据处理 

大数据处理职业岗位主要包括： 

初级：主要面向各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处理岗位，从事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数据存储、

数据预处理并完成简单的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等工作。 

中级：主要面向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处理岗位，

从事非结构化数据采集、数据清洗并完成一定的数据智能分析及可视化、数据仓库、数据建模与数据治

理以及特征工程等工作。 

高级：主要面向大型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处理岗

位，根据企业大数据处理实际需求，编制并实施解决方案，从事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并完成高阶数据建模

以及数据治理、特征工程、数据降维、数据生成等工作。 

5.4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职业岗位主要包括： 

初级：主要面向各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分析岗位，从事数据查找、Excel操作、数据统

计、图表制作等工作，根据工作要求顺利完成操作获得相关结果。 

中级：主要面向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分析、大数

据挖掘岗位，从事算法开发，海量数据的统计、检索、分析等工作，根据数据开发需求，编制并实施解

决方案。 

高级：主要面向大型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算法开发、高

级数据分析、广告精准投放、企业决策等岗位，根据企业数据开发需求，编制并实施解决方案。 

5.5 大数据运维 

大数据运维职业岗位主要包括： 

初级：主要面向各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运维岗位，从事大数据平台安装、大数据平台配

置、大数据平台组件安装配置、大数据平台实施、大数据平台监控等工作。 

中级：主要面向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运维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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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大数据平台高可用集群部署、大数据组件维护、大数据平台维护、大数据平台优化、大数据平台诊

断等工作。 

高级：主要面向大型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运维岗

位，根据企业运维实际需求，编制并实施解决方案，从事大数据平台规划、大数据平台安全管理、大数

据平台资源管理、大数据平台优化、大数据平台升级等工作。 

5.6 大数据管理 

大数据管理职业岗位主要包括： 

初级：主要面向各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管理岗位，从事大数据平台管理、大数据技术咨

询、大数据产品咨询、数据管理、数据审计等工作。 

中级：主要面向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管理岗位，

从事大数据平台优化、大数据技术服务、大数据产品解决方案、数据标准管理、数据治理、数据管理评

估等工作。 

高级：主要面向大型 IT 互联网企业、互联网转型的传统型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大数据管理岗

位，根据大数据企业实际需求，编制并实施解决方案，从事大数据平台性能优化、大数据技术指导与培

训、大数据产品设计、大数据项目管理、数据规划、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等工作。 

6 职业基本要求 

6.1 基础理论知识 

操作系统知识、计算机网络知识、编程基础知识、数据结构与算法知识、数据库知识、软件工程知

识、云计算知识、大数据知识等。 

6.2 技术基础知识 

大数据系统环境安装、配置和调试知识、大数据平台架构知识、软件应用开发知识、接口开发与功

能模块设计知识、数据采集与数据预处理知识、数据计算与数据指标知识、常用数据分析与挖掘方法、

常用数据报表与可视化技术方法、数据管理知识、数据运营及技术指导知识等。 

6.3 其他相关知识 

安全生产知识、环境保护知识、文明生产知识、劳动保护知识、资料保管保密知识、相关法律、法

规知识等。 

7 工作要求 

本文件对初级、中级、高级的专业能力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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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大数据人才专业目录 

A.1 本科专业(18 大类、71个专业) 

1. 计算机类(22 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

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

全、新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区块链工程、服务科学与工程、计算机应用工程、大数据工程技术、

云计算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嵌入式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 

2. 电子信息类(9 个):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信息工程、医学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3. 测绘类(6个):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导航工程、地理国情监测、地理空间信息工程、地理信

息技术； 

4. 自动化类(5个):机器人工程、智能装备与系统、工业智能、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现代测控工程技术； 

5. 数学类(4个):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理基础科学、数据计算及应用； 

6. 电气类(3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7. 机械类(3个):智能制造工程、智能车辆工程、仿生科学与工程； 

8.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3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计算金融； 

9. 财务会计类(3个):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审计； 

10. 电子商务类(3个):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全媒体电商运营； 

11. 统计学类(2个):统计学、应用统计学； 

12. 经济学类(2个):经济统计学、数字经济； 

13. 财政税务类(1个):财税大数据应用； 

14. 公安技术类(1个):网络安全与执法； 

15. 金融学类(1个):互联网金融； 

16. 汽车制造类(1个):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 

17. 生物技术类(1个):生物检验检测技术； 

18. 地理科学类(1个):地理信息科学。 

A.2 专科专业(21 大类、68个专业) 

1. 计算机类(19 个):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系统与维护、软件

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数字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应用、信息安全与管理、信息安全技

术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嵌入式技术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应用、

移动应用开发、工业软件开发技术、密码技术应用； 

2. 电子信息类(7 个):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应用电子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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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3. 电子商务类(7 个):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服务、农

村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4. 自动化类(5个):电气自动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工业网络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智能机器人技

术； 

5. 测绘地理信息类(5 个):导航与位置服务、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测绘工程技术、

空间数字建模与应用技术； 

6. 通信类(5个):卫星通信与导航技术、通信软件技术、通信系统运行管理、物联网工程技术、智能互

联网络技术； 

7. 财务会计类(3 个):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审计； 

8. 统计类(2个):统计与大数据分析、市场调查与统计分析； 

9. 司法技术类(2 个):司法信息技术、司法信息安全； 

10. 物流类(2个):智能物流技术、物流信息技术； 

11. 公安管理类(1个):信息网络安全监察； 

12. 公安技术类(1 个):网络安全与执法； 

13. 航空装备类(1 个):无人机应用技术； 

14. 道路运输类(1个):智能交通技术； 

15. 公共管理类(1个):网络舆情监测； 

16. 金融类(1个):互联网金融； 

17. 统计类(1个):信息统计与分析； 

18. 机电设备类(1个):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19. 汽车制造类(1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20. 财政税务类(1个):财税大数据应用； 

21. 文化服务类(1个):图书档案管理。 

A.3 技工专业(6 大类、29个专业) 

1. 信息类(14 个):计算机网络应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计算机应用与维修、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机

游戏制作、通信网络应用、通信运营服务、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物联网应用技术、网络与信息安

全、云计算技术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2. 机械类(5 个):数控编程、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3D 打印技术应用、智能制造

技术应用； 

3. 电工电子类(4 个):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应用、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电子技术应用、服务机器人

应用与维护； 

4. 交通类(3个):无人机应用技术、道路智能交通技术应用、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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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财经商贸类(2 个):电子商务、网络营销； 

6. 能源类(1个):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 

A.4 中职专业(9 大类、25个专业) 

1. 计算机类(10 个):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与信息服务、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大数据技

术应用、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网络信息安全、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网站建设与管理、计算机平

面设计； 

2. 电子商务类(5 个):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直播电商服务； 

3. 电子信息类(3 个):电子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 

4. 自动化类(2个):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 

5. 机械设计制造类(1 个):数控技术应用； 

6. 测绘地理信息类(1 个):航空摄影测量； 

7. 财政税务类(1 个):纳税事务； 

8. 物流类(1个):物流服务与管理； 

9. 航空装备类(1 个):无人机操控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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