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2019 年修订）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西南科技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四川省教育厅 

专业名称：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代码： 080910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工学 计算机类 

学位授予门类：工学 

修业年限：4 年 

申请时间：2019 年 7 月 10 日 

专业负责人：张晖 

联系电话：18030996099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西南科技大学 学校代码  10619 

邮政编码  621010 学校网址  http://www.swust.edu.cn/ 

学校办学基本

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现有本科专业

数  
78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

生人数  
7876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7876 学校所在省市区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已有专业学科

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专任教师总

数  
2069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912 

学校主管部门  四川省教育厅 建校时间 1952 年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1978 年 

曾用名  西南工学院 

学校简介和历

史沿革 （300 

字以内）  

学校是四川省与教育部、国防科工局共建高校，长期坚持“共建与区

域产学研联合办学”特色发展道路。 

学校有本科专业78个，其中4个通过中国工程教育认证，2个通过住建

部评估（认证）；有国家特色专业6个、卓越计划7个；四川省一流专业17

个、特色专业11个、卓越计划15个。在2018年“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

学科竞赛评估结果”中居全国第51位，近三年本科生平均就业率达到

92.24%。学校有一级学科博士点4个、硕士点22个；有省双一流学科群2

个、国防科工局国防基础学科1个、国防特色学科方向5个、省级重点学科

11个。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基地22个。学校工

程学科和材料学科进入全球ESI学科排名前1%，自然指数位列内地高校98

名。 

学校近五年专

业增设、停

招、撤并情况

（300 字以

内）  

停招“政治学与行政学”（030201）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080910T 专业名称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学位  工学 修业年限  4 年 

专业类  计算机类 专业类代码  0809 

门类  工学 门类代码  08 

所在院系名称  理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94  

相近专业 2  软件工程 2002  

相近专业 3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01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主要培养具有良好思想道德品质和综合

能力素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高级人才，熟练掌握计算机学科

专业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软硬件开发能力和设计水平，能够分析

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软件工程专业主要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知识，熟练掌握软件工程学科的专业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软件开

发能力和设计水平，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培养以信息处理、科学与工程计算为背景，培养具有软件开发技

能和科学计算基础的理科专业人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与我校

相近专业在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区

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综合应用统计、计算机、数学相关

知识，针对数据从产生到应用全过程的技术要求，从数据管理、数

据存储、数据分析与挖掘等层面系统地解决大数据应用中的各种典

型问题，主要培养具有扎实的数学、统计学、计算机和数据科学理

论基础，具备数据建模、数据分析与处理、智能算法设计与应用、



大数据软件设计与开发等方面的实践能力，能在国民经济大多数行

业中从事应用大数据建模、分析与处理和数据相关软件设计与开发

的复合型人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主要以数学分析、高等

代数与解析几何、数理统计、最优化原理与算法、多元统计分析、

算法、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大数据技术、分布式存储与计算等为

核心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数据科学理论基础和大数据技术的实践

应用能力。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求

（目录外专业填写） 

我校具备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相关的学科基础，在数

据与知识工程、机器视觉、模式识别、大数据可视化、模型与算法

等方向具有稳定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成果；具备开展新专业建设和发

展的师资力量，相关专业教师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领域具有丰富教

学经验。具备良好的教学设施和实践条件等相关条件，拥有 1000

余平方米的本科实验室，同时已与甲骨文等企业合作建成了大数据

实验实训平台；我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

科学等相关专业中，已开设了大数据技术、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相关核心课程，同时成立了 3 个面向

本科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相关的创新实践班，已对培养模

式、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应用实践等进行了较深入地探索和实

践。同时，我校已与绵阳科技城大数据技术公司、中国（绵阳）科

技城大数据产业研究院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从人才培养、实

训、就业等方面开展了全面合作。总体来看，我校已具备开设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良好基础。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计算机、互联网、教育、金融、证券等行业 

人才需求情况（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求。此处填写的

内容要具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  

我校先后与中国（绵阳）科技城大数据产业研究院、绵阳科技城大数据技术公司、易康

云（北京）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教学科研

合作。通过多方深入沟通和了解，企业对大数据人才存在大量需求，包括数据科学家、大数

据分析师、大数据工程师、大数据系统运维工程师、大数据系统测试工程师等。中国（绵

阳）科技城大数据产业研究院对数据科学家、大数据分析师等存在着较大需求，预计 5 年内

人才总需求数量为 150 余人；易康云（北京）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大数据分析师、大数

据工程师、大数据工程师、大数据系统运维工程师、大数据系统测试工程师等需求较大，预

计 5 年内对大数据人才的总需求为 140 余人。绵阳科技城大数据技术公司作为四川长虹电子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专业研发大数据相关产品的公司对大数据软件工程师存在较大需求，预

计 5 年内需求人才总数为 300 人；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数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以下统计数据由系统生成）  

专任教师总数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35 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此项由学校填写） 13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

学历

毕业

学位 

研究领

域 

专职 

/兼职 

张晖 男 1972.05 

数 据 挖

掘 、

WEB 文

本数据挖

掘 

教授 

日 本 北 陆

先 端 科 技

大 学 院 大

学 

知 识 科 学

专业 
博士 

知 识 工

程 、 机

器学习 

专职 

郑克龙 男 1974.10 

数 学 建

模、随机

过程 

教授 
电 子 科 技

大学 
应用数学 博士 

数 值 计

算 
专职 

卢谦 男 1965.05 

数 学 建

模、组合

数学 

教授 四川大学  基础数学 博士 

决 策 分

析 、 数

据建模 

专职 

彭煜 男 1963.02 决策分析 教授 
西 南 交 通

大学 

管 理 科 学

与工程 
博士 

决 策 分

析 
兼职 



田应辉 男 1962.02 数学分析 教授 
西 南 师 范

大学 
数学 学士 

偏 微 分

方程 
专职 

杨学南 男 1969.11 

离 散 数

学、运筹

学 

副教授 四川大学 应用数学 硕士 
运 筹 与

控制 
专职 

张高勋 男 1977.12 

期权期货

及其衍生

品 

副教授 
电 子 科 技

大学  

管 理 科 学

与工程 
博士 

量 化 投

资 
专职 

丁玉才 男 1980.12 

多元统计

分析、概

率论与数

理统计 

副教授 
电 子 科 技

大学 

控 制 理 论

与应用 
博士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专职 

龙强 男 1985.04 

最优化原

理 与 算

法、神经

网络与深

度学习 

副教授 
澳 大 利 亚

联邦大学 
运筹学 博士 

运 筹 与

管理 
专职 

杨春明 男 1980.03 

大数据技

术、知识

工程 

副教授 
西 南 科 技

大学 

计 算 机 应

用技术 
硕士 

大 数 据

分 析 、

机 器 学

习 

专职 

李学俊 男 1975.01 

面向对象

程序设、

网络爬虫

与自然语

言处理计 

副教授 四川大学 
计 算 机 科

学与技术 
博士 

大 数 据

分 析 、

深 度 学

习 

专职 

赵旭剑 男 1984.05 

数据结构

与算法、

数据科学

前沿技术 

副教授 
中 国 科 学

技术大学 

计 算 机 应

用技术 
博士 

大 数 据

分 析 、

大 数 据

可视化 

专职 

范太华 男 1962.11 

Linux 操

作系统原

理 与 应

用、应用

系统设计

与开发 

副教授 
东 北 工 学

院 
机械工程 学士 

大 数 据

分 析 、

工 业 大

数据 

专职 

徐艺萍 女 1980.12 
Python 程

序设计 
讲师 西南大学 

计 算 机 应

用技术 
硕士 

机 器 学

习 
专职 



张倩 女 1986.02 金融数学 讲师 四川大学 基础数学 博士 
金 融 数

学 
专职 

李惠 女 1982.11 

数 学 分

析、高等

代数与解

析几何 

讲师 
四 川 师 范

大 
基础数学 硕士 

偏 微 分

方程 
专职 

吴文青 男 1986.11 

时间序列

分析、并

行计算 

讲师 
四 川 师 范

大学 

运 筹 学 与

控制论 
博士 

运 筹 与

管理 
专职 

马新 男 1989.03 

数 据 挖

掘、组合

数学 

讲师 
西 南 石 油

大学 
应用数学 博士 

机 器 学

习 、 灰

色预测 

专职 

李波 男 1977.06 

机 器 学

习、非关

系型数据

存储与分

析 

讲师 

英 国 阿 伯

泰 邓 迪 大

学 

软件工程 硕士 

数 据 分

析 与 处

理 

专职 

廖竞 男 1978.01 

大数据算

法、大数

据分析与

内存计算 

讲师 
西 南 科 技

大学 

教 育 技 术

学 
硕士 

知 识 工

程 、 深

度学习 

专职 

胡波文 女 1983.10 

数 学 分

析、泛函

分析 

讲师 
中 国 科 学

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博士 

基 础 数

学 
专职 

彭安杰 男 1981.10 

数据库原

理 与 技

术 、 Web

程序设计

与开发 

讲师 中山大学 应用数学 博士 

大 数 据

可 视

化 、 机

器学习 

专职 

张鹏 男 1983.12 

Python 程

序设计、

操作系统 

讲师 
电 子 科 技

大学 

计 算 机 软

件与理论 
硕士 

数 据 挖

掘 、 机

器学习 

专职 

马娟 女 1981.12 

软 件 工

程、数据

可视化 

讲师 
西 南 交 通

大学 

计 算 机 软

件与理论 
硕士 

大 数 据

分析 
专职 

 

 



4.3 专业核心课程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72 4 吴文青 3 

Python 程序设计 48 4 张鹏 1 

数据结构与算法 64 4 赵旭剑 3 

运筹学 56 4 杨学南 3 

大数据算法 48 4 廖竞 4 

优化原理与算法 48 4 龙强 4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64 4 李学俊 4 

数学建模 48 4 郑克龙 4 

Linux 操作系统原理与应

用 
48 4 范太华 4 

数据库原理与技术 48 4 彭安杰 4 

机器学习 48 4 李波 5 

多元统计分析 48 4 丁玉才 5 

大数据技术 48 4 杨春明 6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1/4) 

姓

名  
 张晖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

职务 

理 学 院 党

委书记 

拟 承

担 课

程  

知识工程、机器学习 现在所在单位   西南科技大学理学院 

最 后 学 历 毕 业 时

间、学校、专业  

博士，2006 年，日本北陆先端科技大学院大学，知识科学专

业 

主要研究方向  数据挖掘、大数据技术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

研 究 及 获 奖 情 况

（含教改项目、研

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教改论文 

[1] 和珍珍, 张晖, 李波, 王祎珺. IPv6 环境下个性化网络学习

系统设计及实现.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44(I):99-103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

奖情况  

长期从事数据挖掘、大数据技术、知识工程等领域的研究工

作，主持 20 余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 50 余篇，申请发明专

利 3 项。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

究经费（万元）  
1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1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学时数  
数据挖掘 32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9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2/4) 

姓名 郑克龙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 政

职务 
无 

拟 承

担 课

程 

数学建模、随机过程 现在所在单位 西南科技大学 

最 后 学 历 毕 业 时

间、学校、专业 
博士研究生，2011 年 6 月，电子科技大学，应用数学 

http://www.cqvip.com/Main/Detail.aspx?id=26779784
http://www.cqvip.com/QK/97631A/201104/40257953.html
http://www.cqvip.com/QK/97631A/201104/40257953.html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4/4) 

姓名  龙强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

职务  
无 

拟承

担课

程  

最优化原理与算法、神

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现在所在单位   西南科技大学理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

间、学校、专业  
2014 年 10 月毕业于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博士学位，理学 

主要研究方向  最优化理论与算法、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强化学习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及获奖情况

（含教改项目、研

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教改项目： 

（1） “翻转课堂”教学改革，西南科技大学，2015 年；  

（2）科学计算创新实践班，西南科技大学 2015-2019 年。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

奖情况  

主持和参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参研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1 项；主持和参研省部级项目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其中 SCI 检索 8 篇。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

究经费（万元）  
 1 万元 

近三年获得科

学研究经费

（万元）  

 50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学时数  

算法设计与分析，48*3； 

数学建模，40*3； 

最优化理论与算法，48*3； 

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136*3 

近三年指导本

科毕业设计

（人次）  

 14 人次 

 



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验

设备总价值（万元） 
230.749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验设

备数量（千元以上） 
165 

开办经费及来源 学校教行经费 

生 均 年 教 学 日 常 支 出

（元） 
22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3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障

措施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障措施： 

1、优化师资队伍，引进优秀或选培中青年骨干教师进行短期

或长期的大数据技能培训，引进或培训人数每年不低于 5

人。 

2、提升学科水平，鼓励和支持从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

业的教师从事大数据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在经费、项目等

方面倾斜。 

3、建立高水平的本科实验平台，在现有的大数据实验实训平

台的基础上，扩展私有云的性能和容量，全面满足专业教学

和实验需要。 

4、保证充足的教学经费和新增专业开办经费，特别是要有实

验室建设经费。 

5、建立质量保障措施，结合我校的办学定位和特色，建立由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微型计算机 文祥 E620 56 2013 179.2 

微型计算机 联想启天 M410 80 2018 433.6 

微型计算机 390MT 11 2012 33.99 

微型计算机 HP3000MT 1 2011 3.45 

微型计算机 联想启天 M610 1 2018 7.35 

计算机服务器 曙光 HP PC100 1 2011 420 

大数据实验及实训

平台 
华育兴业 V3.0 1 2018 31.6 

分布式文件系统实

验包 
华育兴业 V3.0 1 2018 66.7 

分布式计算框架实

验包 
华育兴业 V3.0 1 2018 85 

分布式数据库实验

包 
华育兴业 V3.0 1 2018 81 

数据云管理系统 华育兴业 V3.0 1 2018 53.3 

大数据镜像系统 华育兴业 V3.0 1 2018 83.8 

大数据资源管理系

统 
华育兴业 V3.0 1 2018 94.5 

教育行业大数据分

析系统 
华育兴业 V3.0 1 2018 99.6 

联想服务器 联想 SR650 8 2018 456.8 

联想服务器 SR530 联想 SR530 5 2018 177.6 

合计 2307.49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学校专业发展规划等

方面的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增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的主要理由 

1、国家战略的需要 

    2015 年，国家印发《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第一次将大数据上升到国

家战略高度，提出了我国大数据的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拓展网络经济

空间，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这是

大数据第一次写入党的全会决议，开启了大数据建设的新篇章。“十三五”规划纲要所提

出的“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从国家战略规划层面上对大数据

提出新的要求。2016 年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鼓励高

校探索建立培养大数据领域专业型人才和跨界复合型人才机制。”为适应大数据产业发

展规划，对大数据人才培养给出了明确指示，体现了对大数据领域的人才培养的迫切需

求。从 2015 年起，国家密集出台的大数据政策，环保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土资源

部、国家林业局、煤工委、交通运输部、农业部的系列细则指引垂直行业的落地。2016

年，大数据已全面从理论研究迈向实际应用；2017 年以来，在政策的推动下，大数据加

快了在各行业中的普及，更多的行业开始大数据应用。 

2、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要 

大数据对我国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具有关键推动作用，要让大数据为社会服务，必

须有一批优秀的大数据人才，大数据人才缺口巨大是阻碍大数据技术应用的一大瓶颈。

从 2014 年到 2018 年我国对大数据人才需求量成井喷式增长，特别是一线城市对大数据

人才的需求旺盛。《中国大数据分析人才调研报告》显示，2018 年对大数据分析师的需

求是 2014 年的 4 倍，二三线城市对数据分析师的需求也在逐年增长；从行业来看，互

联网、通信企业对大数据人才需求最大，金融、银行、保险、教育等对大数据人才的需

求也有所增长。国际知名数据存储公司希捷的一份报告显示，到 2025 年，随着中国物

联网等新技术的持续推进，其产生的数据将超过美国，我国产生的数据量将从 2018 年

的约 7.6ZB 增至 2025 年的 48.6ZB。在产业层面，我国大数据产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大数据深入渗透到各行各业。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大数据相关产品及应用的不断普

及，未来应用规模将逐步增长。 



现有的大数据人才培养规模不能满足未来大数据行业发展对数据分析人才的需求，

同时大数据行业对于人才素质要求较高，综合能力要求较强，导致符合国家战略需要和

社会需求的大数据人才的总量和质量严重不足，亟需进一步完善专业布局，创新培养模

式，拓展培养方向，加大培养力度。 

3、地方区域发展对大数据人才需求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四川省十三五大数据产业发展指导意见》，提

出将以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产业融合创新为核心，努力建成全国重要的大数据生态

建设高地、大数据研发创新高地、大数据示范应用高地、大数据人才聚集高地。围绕上

述“四个高地”建设，《意见》提出阶段性量化目标：到 2018 年，我省大数据产值规

模突破 500 亿元；到 2020 年，大数据产值规模突破 10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增值

3000 亿元。为实现以上目标，将持续优化大数据产业布局，建设大数据产业发展生态

圈，完善大数据产业链，培育大数据新业态，加强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优化大

数据产业区域布局、承载能力支撑、生态环境优化、全产业链打造、深化政府治理能力

提升、民生服务、产业新业态培育应用、产业安全保障。同时，我省将打造成德绵眉泸

国家级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区，建设数据资源集聚中心、数据加工中心、数据应用和服

务中心，打造智能制造、大数据流通服务、军民融合、信息安全四大特色优势产业板

块；推进市场监管、食品安全监管、公共领域监测监控、公共安全等政府治理领域大数

据应用；推进社会保障服务、交通服务、新型智慧城市、医疗健康服务、智慧旅游、精

准扶贫及“三农”服务、教育等民生服务领域大数据应用；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 

绵阳作为国家唯一的工业科技城，拥有大量科研院所和制造企业，这些单位已经积

累了大量数据并对大数据应用有迫切的需求，绵阳市已经成立了大数据研究院并准备成

立大数据局开展数据的整合、利用工作，本地企业如绵阳科技城大数据技术公司也在自

身企业数据的利用上开展了切实的工作。 

二、支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学科基础 

我校目前拥有工、农、理、经等 10 个门类的学科共 78 个专业，是一所特色鲜明的

地方性高等学校，在建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上具备合理的学科基础。 

1、 学科基础 

我校现有两个个相关一级硕士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相关教学科研



平台有四川省互联网健康服务融合工程实验室、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四川数据与应用

中心绵阳分中心、四川省智能电器与智能系统高校重点实验室、绵阳网络融合工程实验

室、绵阳网络空间安全重点实验室、四川省计算机应用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软件创新

“8111 品牌”实践基地和国家大学科技园、四川省军民融合研究院等平台。同时，已建设

有可计算建模与算法研究团队、计算智能与模式识别、虚拟现实与可视化、数据与知识

工程、机器视觉等研究团队，这些团队围绕大数据的管理、分析、可视化技术，在交

通、农业、政府、健康等领域，图像、文本、视频等数据类型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这

些团队教师在数据科学基础理论、数据可视化、数据挖掘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

教学经验。近三年来，已成功申请相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横向项目 20 余项，到

校经费 1000 余万；发表文章 100 余篇，其中 SCI 文章 30 余篇；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

业方面已具备较好的学科基础和研究能力。 

2、相关课程情况 

我校开设有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和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类本科专业，开设有软件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等计算机类本科专业，已开设了“机器学习”、“数据挖

掘”、“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数据可视化”、“数据采集与处理”，“大数据编程技术”

等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数据建模与处理、软件设计与开发等技

能和能力，学生就业不断向大数据或人工智能等相关企业转移，每年都有学生考取国内

外知名大学的大数据方向研究生。 

3、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实验和实训条件 

为建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学校已投入 150 余万元已建设了一个私有云平

台，部署了甲骨文大数据实验实践平台，能满足至少 80 人在线同时学习大数据课程，

开展大数据实验和实训等教学工作，可供本专业使用的实验室面积 1000 余平方米。同

时还可以共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和理学院的其他专业实验室、科研平台、实习和实

训平台等资源，可共享教学与科研设备总值达到 3900



学习、知识工程等方向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满足建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的师资队伍要求。 

总体来看，从我校对大数据技术、数据科学的科研积累、教学积淀、师资力量和实

验平台等方面来看，完全能满足开办和建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要求。 

三、学校专业发展规划 

西南科技大学“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以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为导向，在保

持现有学科门类和专业规模基础上，进行优化布局和动态调整；西南科技大学“十三

五”专业建设与本科生培养规划提出要优化本科专业结构，在稳定专业规模总数的同

时，按照“按需布局、择优扶植、重点建设、注重实效”的原则，形成与国家和社会需求

相结合的专业体系。学校根据现有学科优势和区域发展需要，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战

略新兴专业作为未来几年学校新专业建设的重点。 

根据规划要求，我校在实验室建设、资金保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专项投

入。在实验室建设方面，我校积极与科大讯飞、甲骨文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联合实验

室，从本科教学、学科建设到科学研究等方面建立全面的合作。目前除常规实验室外，

已能够通过私有云形式开始 Hadoop、Spark 大数据实验；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通过创

新实践班、拔尖人才班，鼓励教师先行先试，开设“机器学习”、“大数据技术”、

“数据可视化”、“数据挖掘”等大数据技术相关课程，培养大数据人才。在资金保障

方面，我校配备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建设和发展的专项资金，大力推进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验环境改善、科研团队

建设等方面的全面提升。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

主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

生；以互联网、政务、教育、医疗等领域大数据分析与处理为背景，培养具有良好的数

学基础和数学思维能力，掌握数据科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能，具备数据的存储和管

理、数据建模、数据分析与处理的实践能力，能熟练运用计算机等现代手段从事大数据 

软件开发、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的应用复合型人才。毕业生主要到 IT 行业从事大数据分

析与处理和数据应用软件开发工作；也可到科研单位、学校、金融等部门从事数据分

析、数据处理、数据应用软件开发等工作；或继续攻读本专业和相关学科研究生学位。 

二、基本要求 

系统学习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基础知识，具有良好的数据科学理论基础，掌握大

数据分析与处理、大数据技术的相关专业知识，熟练使用数据管理、数据处理软件，接

受数据建模、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程序设计与大数据软件开发等方面的实践训练，培养

具有本学科及跨学科的科学研究与开发能力的复合型高级人才。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

面的能力： 

1、知识：具备良好的数理基础和数据科学理论，掌握数据思维方法，并具有将其

用于解决复杂社会和工程数据分析和管理问题的能力。 

    2、问题分析：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对复杂的数据以数据的类型和特点为依

据建立数据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分析。 

    3、设计解决方案：能够对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并在模型设计与应用时综合考虑社

会、安全、法律、文化等约束条件；熟悉数据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在不侵犯隐私的情

况下对数据进行分析的技术手段。 

    4、研究：能够理解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的研究范式，并能够对研究的结果进行

评价。 

    5、使用和设计工具：具有良好的程序设计能力，能够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使用、

选择和开发合适的软件，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方案实施与社会影响：能够评价所设计的方案对社会、健康、隐私以及文化的

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和人

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作中遵守职业道德和

行业规范，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9、团队和领导：具有良好的协作精神，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能够在与他人合作

过程中正确地定义边界条件。 

    10、沟通与表达：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沟通能力，能够用文本、幻灯片、口头演

讲等形式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具有良好的英语能力和一定的国际视野，遵照不

同文化背景人士的文化习惯，能够用英语进行简单的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掌握大数据项目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工具，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的意识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通过终身学习适应未

来发展的需要。 

三、修学年限 

四年。 

四、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五、主要课程 

    核心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Python 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运筹学，大数

据算法，优化原理与算法，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学建模，Linux 操作系统原理与应

用，数据库原理与技术，机器学习，多元统计分析，大数据技术。 

    特色课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优化原理与算法，数学建模，数据挖掘，机器学

习，分布式存储与计算、多元统计分析。 

    学位课程: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Python 程序设计，多元统计分析，大

数据技术，运筹学，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库原理与技术，综合英语，机器学习。 

六、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专业认知实习、课程实验、综合实验、专业实习、毕业设



计等。 

七、教学计划 

最低毕业学分要求：170 学分。课程教学环节学分 143，集中实践环节 27 学分。 

其中通识教育平台 39 学分；学科大类教育平台 41 学分；专业教育平台 36 学分；个性

化培养平台 29 学分；集中实践环节 27 学分。具体课程教学环节和集中实践环节的教学

计划见下表。 

1、课程环节计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总学时 

 各学期学时分配 

理论 实验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平

台 

必

修 

1 入学教育 0.5 8 0 0 8 8        

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16 10 0 6 16        

3 军事技能训练 0.5 32 0 0 32 32        

4 军事理论 0.5 36 36 0 0 8        



6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4 64 48 16 0    64     

7 数学建模 3 48 40 8 0    48     

8 
Linux 操作系统原理与应

用 
3 48 32 16 0     48    

9 数据库原理与技术 3 48 40 8 0    48     

10 机器学习 3 48 40 8 0      48   

11 多元统计分析 3 48 40 8 0     48    

12 大数据技术 3 48 32 16 0      48   

小计 36 576 440 128 8 0 0 72 264 144 96 0 0 

个

性

化 

培

养

平

台 

素

质

选

修 

1 素质选修课 
世界视野、哲学智慧、科技进步、生态文明、艺术类、体育类、外语类、身心健康类等，

共 5 学分。1-8 学期开设。 

创

新

创

业

微

学

分

选

修 

1 创新创业微学分选修课 
创新创业实践系列项目（学术报告/科研项目/创新创业项目/科技竞赛等）共 3 学分。1-8

学期开设。 

 

大数据技术方向（限选模块） 

1 应用系统设计与开发 3 48 32 16 0     48    

2 Web 程序设计与开发 3 48 32 16 0     48    

3 软件工程 3 48 40 8 0      48   

4 大数据分析与内存计算 3 48 32 16 0      48   

5 非关系型数据存储与分析 2 32 24 8 0       32  

小计 14 224 160 64 0 0 0 0 0 96 96 32 0 

数据分析方向（限选模块） 

1 知识工程 3 48 32 16 0     48    

2 网络爬虫与自然语言处理 3 48 32 16 0     48    

3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3 48 32 16 0      48   

4 数据挖掘 3 48 40 8 0      48   

5 数据可视化 2 32 24 8 0       32  

小计 14 224 160 64 0 0 0 0 0 96 96 32 0 

说明：大数据技术方向和数据分析方向需完整选择一个方向的课程 

自

主

选

修

模

块 

1 时间序列分析 3 48 40 8 0      48   

2 随机过程 3 48 48 0 0      48   

3 数据仓库与数据集成 3 48 40 8 0      48   

4 计量经济学 3 48 40 8 0     48    

5 金融工程 3 48 40 8 0    48     

6 期权期货及其衍生品 3 48 40 8 0     48    

7 组合数学 3 48 48 0 0      48   

8 决策分析 2 32 32 0 0       32  

9 泛函分析 2 32 32 0 0       32  

10 WEB 文本数据挖掘 2 32 24 8 0       32  

11 数据科学前沿技术 1 16 16 0 0       16  

12 并行计算 2 32 24 8 0       32  

小计 自主选修模块需至少选修 5 学分 

合计 143 学分 

 

 

 



2、 集中实践环节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数 周数 

各学期周数分配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1 2 3 4 5 6 7 8 

集中性实

践教育平

台 

基础实践 
1 工程训练 1 1  1       

2 大学物理实验 2 2   1 1     

专业实践 

1 程序设计综合实验 1 1 1        

2 数学程序设计综合实验 1 1  1       

3 算法设计综合实验 1 1   1      

4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

业认识实习 
1 1    1     

5 统计程序设计综合实验 2 2    2     

6 数据库综合实验 1 1     1    

7 大数据分析综合实验 2 2      2   

8 系统开发综合实验 2 1       1  

综合实践 

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毕

业实习 
3 4       4  

2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毕

业设计（论文） 
10 15        15 

合计 27 30 1 2 2 4 1 2 5 15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否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符

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否 

实践条件 □是□否 

经费保障 □是□否 

专家签字： 



10.医学类、公安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出具省级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并加盖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