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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正文：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

规划》。《规划》明确提出要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规划》把数据列为第五大生产

要素，通过数字中国建设，释放数据隐含的生产力，将数据优势转化

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使中国成为在全球数据赋能竞赛中成为“领跑

者”。 

数据是国家或企业的战略资源，只有掌握了数据，并通过分析让

数据说话，数据才能真正地产生价值，更好地服务国家或企业。而数

据不会自动赋能，需要通过数据分析实现赋能。只有经过分析的数据，

才知道其质量，其价值，其可否赋能。因此通过数据分析挖掘数据生

产力是数字中国建设的一个关键。 

近些年我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布局，拥有海

量存储和强大算力。但是，数字中国建设不只是存储平台、计算平台、



东数西算等硬件方面的建设，更多是软实力建设，需要把收集的数据

用起来，分析出门道，释放数据的生产力。 

数字中国建设的另一个关键是构建数据文化。无论政府部门还是

企业都需要建立用数据说话、决策、管理、创新、赋能的数据文化。

企业构建数据文化需要有数据科学团队，提供从数据采集、分析、到

管理决策的全流程服务，让统计师、数据分析师从始至终介入数据价

值挖掘。数据分析人才是数据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构建企业数据文化

必须从加强数据分析人才培养入手。 

目前，我国数据分析人才缺口非常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估计，预计十四五期间需求总量将达到 2000 万人左右。与此形成巨

大反差的是，我国数据分析人才培养能力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 

1.统计学在数据分析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在全国 120 多个一级学科中，统计学是仅有的把数据作为唯一研

究对象的学科，是数据分析人才培养的核心主干学科。但受到学位点

数量和招生名额的限制，我国统计学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还

十分有限，这不利于我国数据分析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和我国东中

西部数据分析人才的均衡发展。 

2.统计学未被列入基础学科 

这不利于吸引优秀高中生选择统计学专业，不利于国家的人工智

能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生成式 AI 领域等方面。



也不利于培养能引领数据分析国际发展的战略科学家，不利于培养能

带领企业创新发展、实现数据赋能的数据分析师。 

3．师资严重短缺 

为了更好地培养数据分析人才，高校需要大量的统计与数据科学

师资。从近 10 年统计学博士生的就业市场看，业界和学界对统计学

博士毕业生的需求旺盛，业界的薪酬待遇相对较高，一半以上的博士

毕业生选择在业界就业，进一步加剧了高校数据分析人才培养能力不

足。我们需要加大高校统计学科建设，以满足学界和业界对统计学人

才的需求。 

4.政府部门缺乏统计与数据分析高级专业人才 

政府部门在数字中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国家和地方统计

局及调查总队、政府部门的统计专业机构、医疗卫生行业等均严重缺

乏高层次专业统计分析人才，这非常不利于数字中国和数字政府建设。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三点建议： 

1．尽快将统计学纳入“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计划” 

一是明确将统计学纳入现有强基计划试点高校强基招生专业中，

加大对统计学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二是明确将统计学纳入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尽快在全国高校中遴选补充一批统

计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补齐统计学基础研究创新拔尖人才



培养短板。 

2.加强统计与数据科学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 

为了培养高水平数据分析人才，将统计学纳入国家“101 计划”，

集中全国优势力量，系统性建设统计学教材体系，加快形成适应数字

中国建设的统计与数据科学核心课程体系，并在全国高校中逐步推广。 

3.加大统计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 

一是增加统计学双一流建设学科点；二是在经费投入、招生名额、

推免比例、长江学者和教学名师评审等方面给予统计学以其他基础学

科同样的政策倾斜；三是布局建设若干统计学前沿科学中心、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 

综上，我们建议尽快优化有关政策，切实加强我国数据分析人才

培养的能力基础，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