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方向）介绍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能够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突出、

综合素质较强，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和大数据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熟练掌握大

数据采集、存储、分析与挖掘、可视化的相关方法和技术，具备大数据工程项目

的系统实施和运维能力、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自主

学习能力，能够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大数据系统管理维护和大数据处理分析的应用

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方向分析 

“云计算”在 2006 年 8月搜索引擎大会（SES San Jose 2006）上由 Google

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首次提出，是指基于互联网的相关

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

虚拟化的资源。“云”是网络、互联网的一种比喻说法。 

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

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

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云计算更多的是在描述一种技术框架和服务交付模式，大数据则是直接向客

户提供业务发展的推动力和生产力。大数据出现以后，云计算并没有因此落幕，

作为云计算核心技术的分布式布署和分布式计算也是大数据系统所需要的关键

技术。 

与许多类似的产业技术革命一样，云计算与大数据正在推动不同产业改变原

有的模式。云计算和大数据对传统业务的改造，使得我们可以构建多元参与、网

状关联的产业体系。新产业体系中引入了更多的参与者，使得产业体系更加的稳

健和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有活力；云计算和大数据也让产业体系的分工更加的

精细，业务更加的丰富，允许更多的人来共同参与、创造和分享经济效益。 

1、云计算与大数据行业市场现状。在“云服务”一词频繁见诸报端之前，



以 软 件 即 服 务 （ Software-as-a-Service, 简 称 SaaS ）、 平 台 即 服 务

（ Platform-as-a-Service, 简 称 PaaS ）、 基 础 设 施 即 服 务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简称 IaaS）为代表的云服务已被广泛应用于

多层次、多种类的 企业级互联网应用中，SaaS 如电子邮箱、网盘服务，PaaS

如百度开发者平台、微信开放平台服务，IaaS 如阿里云、微软 Azure 服务等。 

根据思科的细分领域预测，至 2018 年，SaaS 具备 33%的高复合增长率，市

场占比从 2013年的 41%提升至 59%，而 IaaS 趋于稳定，复合增长率 13%。 

IDC 公布的《中国公有云服务追踪研究（2014 上半年度）》报告显示，2014

年至 2018 年间，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规模将从 7 亿美元增长到 20 亿美元，其

中 IaaS 所占份额呈上升趋势，反映了中国企业 IT系统建设、管理能力的逐渐增

强。2016 年，全球云计算服务市场规模达到 2086 亿美元，增长 17.2%。市场研

究机构IDC数据显示，2015～2018年，全球云计算服务市场平均每年将增长 26%，

而中国将以接近 45%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 

2014 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约为 75.7 亿元；2015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

模达到98.9亿元；2016 年，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 129 亿元，同比增长 30.7%。

预计到 2017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 221 亿元，未来五年(2017-2021)行业

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42.04%，2021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 898 亿元。 

2014 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达 285 亿美元，同比增加 53.2%；2015 年全

球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 384亿美元，同比增长 34.7%。预计，2017年全球大数据

市场规模将达到 721 亿美元，未来五年（2017-2021）行业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40.98%，2021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 2，847亿美元。 

2、行业人才需求现状。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方兴未艾，市场空间急剧扩大，

伴随政策的大力支持，云计算与大数据市场即将进入产业规模高速增长阶段，对

满足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将呈现空前增长态势，尤其是对优质产业人才的需求将

不断扩大。根据 compTIA 在《云计算发展趋势研究报告》的预测，90%的企业已

经使用或计划使用云计算，使得云计算的工作岗位缺口为 170万。据工信部统计

预测，未来 3年将是我国云计算产业人才需求相对集中的时期，对于云计算产业



人才的需求每年将呈现数十万的产业人才缺口。 

造成云计算产业人才需求数量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云计算产业市

场规模快速增长，使得云计算产业人才的需求数量不断增加；二是相关云计算企

业加大了对核心技术的投入，提高了对客户端的服务，因此无论是技术层面，还

是运营商层面、集成与服务提供层面，对高精尖人才需求巨大；三是随着云计算

新市场、新业务、新应用的不断出现，国内外各大知名软件企业加速占据国内云

计算产业高地，在全国加速建立分公司和研发中心。 

产业大发展，待遇水涨船高。应用产业作为云计算发展的重点领域，面对未

来云计算产业的飞速发展，企业人才急缺的问题日益显现。目前云计算类岗位的

薪酬已居行业前列。应届生工资在 4000-8000之间，整体工资水平在 10000-20000

元，远胜行业其它岗位。 

云计算的发展也给传统 IT 人才的知识结构带来了重大挑战，随着人才需求

的迅速增加和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云计算产业人才的知识体系更新速度越来越快，

供应商合同管理、云计算、分析学、网络应用技术、移动应用技术等等，构成了

IT从业者未来 10年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同时，随着云计算产业的飞速

发展，对云计算核心人才的特质要求也正在逐步发生改变，丰富的想象力、卓越

的创新能力、优秀的学习能力和全面的应用能力越来越成为未来云计算核心人才

的重要特征。 

3、人才就业方向。云计算与大数据专业人才就业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

a.理论研究：服务于各类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型企业中的相关研究机构，从

事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理论研究；b.技术开发：服务于提供云计算服务的各种

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产品开发；c.管理服务：服务于广大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

门，这些企业和部门需要建立云计算与大数据管理部门；d.教育培训：服务于高

等院校和各种培训机构。 

4、专业方向技术特点/业务特点分析。云计算与大数据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云计算和大数据是当前互联  网领域不可或缺的技术，已经深入现代社会的各

个领域，包括企业技术运用、社交网络、数据挖掘、办公自动化、智能家居等。



伴随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的普及，对大数据技术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挑战。 

云计算是当前 IT 技术中重点解决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管理和超大规模资

源的利用和交付等问题的体系；大数据是重点解决从巨量复杂数据出发来发现新

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和方法。 

具体来讲，云计算要解决的是大规模基础设施的管理、大规模计算能力的构

建以及资源和服务交付等三大问题。大数据的核心是如何从数据出发，发现新的

知识。部分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科学发现的方法。传统的科学方向的方法学

有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等。实验科学通过开展可重复的、特定设计的

实验来检验和发现事实和规模；理论科学通过设定相应的科学假设以及规则，然

后通过逻辑推导和演算等，得到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计算科学则依据相关

的科学理论和数学模型，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对行为进行仿真、模拟和推演等，

来发现相应的科学知识。大数据与上述科学发现方法不同,其基于数据出发，不

做过多的假设，寻找数据所暗示的客观规律和模式。大数据的科学发现不一定要

构建完全正确的科学理论，其更加注重挖掘和发现有用的规律和模型。 

大数据比云计算更为落地，大数据不仅仅是“大”，比“大”更重要的是数

据的复杂性。管理大数据“易”，理解大数据“难”。目前大数据管理多从架构和

并行等方面考虑，解决高并发数据存取的性能要求及数据存储的横向扩展，但对

非结构化数据的内容理解仍缺乏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这是实现大数据资源化、

知识化、普适化的核心。 

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关键技术有三大点：a.虚拟化技术：云计算的虚拟化技术

不同于传统的单一虚拟化，它是涵盖整个 IT 架构的，包括资源、网络、应用和

桌面在内的全系统虚拟化，它的优势在于能够把所有硬件设备、软件应用和数据

隔离开来，打破硬件配置、软件部署和数据分布的界限，实现 IT架构的动态化，

实现资源集中管理，使应用能够动态地使用虚拟资源和物理资源，提高系统适应

需求和环境的能力。b.分布式技术：云计算的云端服务器，往往是以大型计算机

集群的方式构建，要让成千上万的计算机协同合作，分布式技术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分布式技术主要包括分布式资源管理技术、分布式存储技术和分布式计



算技术。分布式计算技术可以将一个计算任务分割成许多小的任务，然后把这些

小任务分配给许多不同的计算机并行的进行处理，最后再把这些计算结果综合起

来得到最终的结果，从而达到提高计算速度、曾强资源使用效率的目的。C.数据

分析技术：广义的数据分析技术，是指所有为了从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并形成结

论而对数据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的过程。它包含了基于传统统计学的统计抽

样分析，融合了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以及人工智能领域中

的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技术。在大数据背景下，海量数据产生并被保存了下来，

最终目的还是要从中寻找隐藏信息和规律，以此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或预测未知信

息。如果说大数据是一个宝藏，那么数据分析便是寻找宝藏的藏宝图、开启宝藏

的钥匙，只有将数据分析技术应用到我们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将数据的价值发

挥出来。 

5.专业建设特色及优势。校企合作共建专业可加速实现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

目标，以解决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级加快步伐、社会建设不断

推进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形势下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