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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时代，数据素养越来越受重视，数据管理和利用能力已成为情报学硕士生必备的技能，

然而，针对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开展的数据素养教育的方式和内容都有待深入探讨。文章从课程设置视

角对国内情报学硕士生数据素养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针对国内情报学硕士生数据素养教育存

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数据素养教育经验从理念树立、师资力量、课程设置、交流共享等方面提出了相

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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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on the data literacy. The ability of data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skill for intelligence science postgraduates. Thus, the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for intelligence science postgraduates need to be deeply discussed.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of intelligence science postgraduates in China 
from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Aiming at problem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from idea establishment, faculty, curriculum arrangement, communication and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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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素养是随着大数据及数据科学的兴起

而产生的新概念，要求研究者需具备数据意识，

掌握数据基本知识和技能，拥有有效获取、处理、

分析和使用数据的能力，能够遵守数据法律法

规和道德准则，并对数据应用具有批判性思维。

情报学作为一个研究数据、信息及其活动的学

科，面对由数据洪流的产生和发展所造成的“信

息爆炸”[1]，情报学的研究重心逐渐由信息向数

据转移。因此，在大数据及数据科学兴起的背

景下，对数据的获取、处理、分析和利用的能

力已成为情报学硕士必备的基本素养，情报学

硕士数据素养教育也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十分重视研究者数据能力的培养和锻

炼，政府、图书馆及高校均开展了数据素养教

育项目，以培养学生及研究人员的数据素养能

力。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研人员的

数据素养以及图书馆提供数据素养教育等方面，

从情报学视角的数据素养研究的较少，国内学

者对图书情报学数据素养课程设置已有一些调

查和研究 [2-3]，尚无对情报学硕士数据素养教育

整体而全面的分析。本文在调查国内情报学硕

士点高校数据素养类课程设置的基础上，从培

养目标、研究方向、课程设置三方面分析了国

内情报学硕士数据素养教育现状，并针对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对策措施，以期为我国情报学硕

士教育提供相关借鉴参考。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截至 2017 年，国内共有 60 个情报学硕士

点，包括高等院校、研究所（院）和军事院校，

在实际调查中，部分院校的情报学专业已经停

止招生或被撤销硕士点，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兰州大学、中南大学、安徽财

经大学等，但这些院校目前仍有在校的情报学

硕士研究生，因此本文仍将它们纳入调查的范

围。调查专业仅限于各大院校的情报学专业，

部分高校自设有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等二

级专业不在本文调查范围，部分院校按照一级

学科招生，则针对一级学科之下的情报学专业

方向进行调查。

1.2  调查方法

本文采取在网上查找相关公开信息和向培

养院校直接发邮件索取培养方案相结合的调查

方法，课程设置调查方法参考司莉、何依对

iSchool 院校的调查方法 [4]，采取凡是课程名称

与内容中涉及数据基础理论知识、数据挖掘技

术与工具、数据组织与管理方法、数据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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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工具以及不同领域的数据处理与利用的，均

作为数据素养教育课程的范围。需要说明的是，

情报学专业与数据有着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信

息计量与评价、数字图书馆等传统研究方向或课

程都有涉及数据应用，但本文的目的在于调查国

内情报学硕士点院校在大数据及数据科学兴起背

景下的数据素养教育现状，因此在调查中，着重

对大数据及数据科学方面的培养目标、研究方向

和课程设置进行调查分析。调查时间为 2018 年

3~4 月，共收集到 51 份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培养

方案（包含课程设置表）和 6 份课程设置表，部

分学校因保密或暂无有效的联系方式等原因未能

收集到培养方案或课程设置表。

2  调查结果与发现

2.1  培养目标与研究方向

培养目标与研究方向是课程设置的基础

和前提，本文调查的 51 所情报学硕士培养方

案大多围绕信息管理能力、信息系统构建能

力等培养目标和要求，突出培养情报学硕士

研究生的信息素养，仅有 6 所院校在培养目

标和要求中涉及数据素养（如表 1 所示）。

其中南京理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没有明确

提出培养哪种数据素养，但是要求研究生具

备在大数据环境下的信息管理、分析技能。

其他院校则从不同方面要求研究生具备某一

项的数据能力，如青岛科技大学要求情报学

研究生具有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山西财经

大学要求研究生掌握数据挖掘理论与数据仓

库专门知识、苏州大学要求研究生熟悉数据

工具、中国农业大学要求研究生掌握数据管

理技术。这说明国内情报学院校还是围绕信

息素养进行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情报学数据

素养教育理念尚未形成，对情报学硕士研究

生数据素养教育未有足够的重视。

表 1  国内情报学硕士点院校数据素养培养目标及要求

院校名称 培养目标及要求

南京理工大学
信息分析与研究类人才：适合大数据环境下从事企业、政府、国防科技等各种各类机构的信息
处理与分析、知识挖掘、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及服务等方面工作。

青岛科技大学 能够熟练利用计算机处理和管理信息，具有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

山西财经大学 掌握数据挖掘理论与数据仓库专门知识。

苏州大学
熟悉各种类型的信息源和数据工具，具备高效进行信息和知识查找、获取、组织和分析整合能
力，特别是关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智慧城市等信息化发展的实际需求并具有一定
的适应性学习能力。

天津师范大学
能够较熟练掌握大数据时代信息管理、信息分析的基本技能，并能够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
到信息管理、信息服务实践中，成为组织内高层次信息管理人才。

中国农业大学
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掌握元数据的著录与标引、数据管理技术、数据获取与分析、
科技查新等方面的操作技能。

在研究方向方面，有 12 所院校设置了数

据类研究方向（如表 2 所示），占调查数量的

23.5%，其中有 6 所院校设置了数据挖掘类研究

方向，6 所院校设置了数据分析类的研究方向，

共有 10 所院校设置了数据挖掘或数据分析的研

究方向，说明国内院校数据类的研究方向大多

围绕数据挖掘与分析开展。除此之外，部分院

校比较重视研究生的计算机能力培养，如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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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设置了 Web 挖掘与商务智能方向、兰

州大学设置了人机交互方向、南京大学设置了

计算机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方向。

表 2  国内情报学专业数据类研究方向

院校名称 研究方向

吉林大学 知识管理与数据挖掘

河海大学 企业经营数据分析与挖掘

华南师范大学 Web挖掘与商务智能

兰州大学 人机交互

南昌大学 大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

南京大学 计算机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

南京理工大学 大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

山东理工大学 文本数据挖掘与科技情报分析

山西大学 信息组织与数据挖掘

新乡医学院 医学信息分析与挖掘

郑州大学 信息分析与数据挖掘

中国科学院大学 大数据情报分析方法与技术

2.2  数据素养课程开设数量

通过对 57 份课程设置表进行分析，发现有

46 所院校开设了 94 门数据素养类课程，占调

查数量的 80.7%，平均每所院校开设课程数量

为 2.04 门。课程性质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和补

修课（补修课即跨专业学生或同等学力学生补

修的本科阶段课程）。教学方式包括讲授、讨

论和实验，94 门课程中仅有 2 门课程（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开设的《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实验》

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开设的《统计与数据挖掘

实验》）为实验课程，占课程总数的 2.13%，

其余院校绝大多数都是以讲授和讨论的方式进

行授课。

如表 3 所示，开设课程数量最多的是北京

大学，共开设有 7 门数据素养课程。其次是南

昌大学，开设了 5 门数据素养课程。山东理工

大学、郑州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开设了 4

门数据素养课程，占 46 所院校的 6.52%。开设

3 门数据素养课程的院校有 7 所，占 15.21%。

开设 2 门数据素养课程的院校有 15 所，占

32.61%。共有 19 所院校仅开设有 1 门数据素养

课程，占 41.30%，这说明国内大部分情报学硕

士点院校数据素养类课程开设数量过低。

2.3  数据素养课程类型及内容

参照司莉、何依对课程的分类方法 [4]，本

文将 46 所院校的 94 门课程分为理论类、技术

类和应用类三种类型，其中理论类课程共有 5

门，如数据管理专题、元数据研究、大数据科

学与治理等，占数据素养课程总数的 5.3%；技

术类课程共有 48 门，如数据融合、数据挖掘、

数据仓库技术、大数据分析等，占 51.06%；应

用类课程共有 41 门，如医学数据挖掘实用技术、

统计软件应用、文本信息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数据库开发与网上信息发布等，占 43.62%，开

设的课程以技术类、应用类居多。理论、技术

和应用三类数据素养课程都有开设的院校有 3

所，占开设数据素养课程院校总数的 6.52%；

开设技术和应用两种类型数据素养课程的院校

有 13 所，占 28.26%；仅开设有技术类数据素

养课程的院校有 10 所，占 21.7%；仅开设有应

用类数据素养课程的院校有 18 所，占 39.1%。

可以看出，国内情报学院校数据素养课程设置

更多偏向技术和应用类型，以实际应用为导向，

面向商业、医学、信息网络等提供决策数据的

收集、挖掘、分析和支持的教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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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内情报学院校开设数据素养类课程数量

序号 院校名称 课程数量 序号 院校名称 课程数量

1 北京大学 7 24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

2 南昌大学 5 25 武汉大学 2

3 山东理工大学 4 26 华中科技大学 2

4 郑州大学 4 27 重庆大学 2

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4 2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6 北京理工大学 3 29 北京协和医学院 1

7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3 30 北京师范大学 1

8 吉林大学 3 31 南开大学 1

9 华东师范大学 3 32 河北大学 1

10 上海社会科学院 3 33 山西大学 1

11 南京理工大学 3 34 山西财经大学 1

12 西南科技大学 3 35 华东理工大学 1

13 中国人民大学 2 36 河海大学 1

14 中国科学院大学 2 37 江苏大学 1

15 东北师范大学 2 38 福州大学 1

16 南京大学 2 39 华中师范大学 1

17 南京农业大学 2 40 湘潭大学 1

18 安徽大学 2 41 中南大学 1

19 安徽财经大学 2 42 中山大学 1

20 福建师范大学 2 43 广西民族大学 1

21 山东科技大学 2 44 西南大学 1

22 济南大学 2 45 四川大学 1

23 新乡医学院 2 46 兰州大学 1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当前数据素养课程内

容，本文参照王知津、张桂玲的分析方法 [5] 对

于不便分类的以“与”连接的二元组合课程进

行拆分，例如：数据挖掘与数据仓库拆分为数

据挖掘、数据仓库两门课程，文本信息大数据

分析与挖掘拆分为文本信息大数据分析、文本

信息大数据挖掘两门课程。对课程名称相似或

者内容相近的课程进行归类，并按照频次高低

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2.3.1  理论类课程

从内容设置而言，理论类课程内容相当薄

弱，数据素养基础课程、数据伦理课程普遍缺

失。开设理论类课程的院校仅有 4 所，总共开

设了 5 门课程，其中北京大学开设了数据管理

专题和元数据研究 2 门课程，其余 3 所院校仅

开设有 1 门课程。理论类课程内容主要偏向数

据基础知识，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元数据方面，

介绍数据描述语言；二是介绍大数据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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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大数据科学、大数据治理以及大数据技术 基础；三是数据管理和数据治理知识。

表 4  国内情报学院校数据素养类课程分类统计

课程大类 课程小类 课程名称（数量） 统计频次

理论类

元数据类 元数据研究（1）、数据描述语言（1） 2

大数据类 大数据科学（1）、大数据治理（1）、大数据技术基础（1） 3

数据管理类 数据管理专题（1） 1

技术类

数据挖掘类 数据挖掘（19）、数据挖掘技术（6）、网络数据挖掘（1） 26

数据仓库类 数据仓库（7）、数据仓库技术（2） 9

数据库类
数据库原理（5）、数据库开发与设计（2）分布式数据库（1）、
数据库高级技术（1） 9

数据分析类 数据分析（3）、智能数据分析（3）、信息分析（1） 8

数据管理类 数据管理技术（3）、数据管理（1） 4

数据可视化类 数据可视化（2）、信息可视化（1） 3

其他类
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1）、数据融合（1）、数据结构（1）、R 语言（1）、
数据存储（1） 5

应用类

统计分析类 统计软件应用（2）、统计分析实验（4）、SPSS 软件应用（4）、统计建模（3） 13

数据挖掘类
数据挖掘（4）、Web 数据挖掘及应用（3）、医学数据挖掘实用技术（1）、
数据挖掘实验（1）、专利信息挖掘（1）、文本信息大数据挖掘（1） 11

数据分析类
数据分析软件应用（3）、实用数据分析方法与案例（2）、数据分析（1）、
企业信息分析方法（1）、信息分析（1）、文本信息大数据分析（1） 9

数据库类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4）、Web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2）、数据库开发（1） 7

决策支持类 决策支持（3），数据、模型与决策（2） 5

知识管理类 知识发现（2）、知识管理（1） 3

数据处理类 数据处理（1）、情报数据处理方法（1） 2

其他类
网上信息发布（1）、数据监管与服务专题（1）、数据仓库与商业智能（1）、
管理学研究方法（1） 4

2.3.2   技术类课程

各大院校数据素养教育普遍重视对学生

的数据获取、分析和利用能力的培养，课程

主要侧重于某一方面的应用能力培养。开设

技术类课程的院校达 30 所，占院校总数的

65.22%，课程内容主要集中在数据挖掘、数

据仓库、数据库以及数据分析等方面。其中

数据挖掘类课程开设数量达到 26 门，数据仓

库类课程开设数量达到 9 门。在各大院校实

际开设情况中，数据挖掘一般与数据仓库合

成一门课程，更多地是培养情报学硕士生数

据处理与分析利用能力。数据库类课程开设

数量为 9 门，涉及分布式数据库、数据库开

发等内容。数据分析类课程开设数量为 8 门，

其中包括智能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等内容，

体现出各大院校将机器智能技术融合于情报

学硕士数据素养教育之中。

2.3.3  应用类课程

各大院校开设的应用类课程普遍具有极强

的特色和实践性。开设应用类课程的院校 3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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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院校总数的 69.57%，课程内容主要集中在统

计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库等方法

和技术在网络、商业、医学等方面的应用。统

计分析类课程主要是软件工具的学习，如 SPSS

统计分析软件的应用。与技术类的数据挖掘课

程相比，应用类的数据挖掘课程更多地面向某

一领域进行实践操作，如中南大学和北京协和

医学院开设的 SPSS 及其医学应用和医学数据

挖掘实用技术极具特色，突出了统计分析和数

据挖掘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性。而南京农业大学

开设的文本信息大数据分析与挖掘课程，也体

现出将新兴的技术工具应用到传统的情报学研

究领域中的特点。

3  主要问题

3.1  数据素养教育理念缺失，数据素养教育

未受重视

在大数据及数据科学兴起的背景下，应重

视情报学硕士生数据能力的培养，但在调查的

51 所院校中仅有 6 所院校明确了数据能力要求，

其余 45 所院校均停留于信息素养的培养目标。

课程设置方面，调查的 57 所院校中有 46 所院

校开设有数据素养课程，但绝大部分院校仅开

设有 1 至 2 门课程，无论是培养目标、研究方

向还是课程设置并未凸显出数据素养教育理念，

不能适应情报学专业及其硕士生在大数据时代

背景下的发展。这反映出当前国内情报学院校

数据素养教育理念缺失，对数据素养教育还不

够重视，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未能做出积极的

应对，数据素养教育仍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

并未能真正落到实践层面。

3.2  数据素养课程内容单一，课程教学体系

有待完善

从数据素养课程设置这点来看，各大院校

开设的数据素养课程普遍单一，数据素养教学

体系有待充实和完善。平均每所院校仅开设有

2.04 门数据素养教育课程，仅有 3 所院校开设

的课程完全覆盖理论、技术和应用类型，有相

对完整的内容体系。91.3% 的院校开设的课程

都是技术和应用类课程，且偏向于数据挖掘、

数据仓库、统计分析、数据分析等某一方面，

侧重于数据能力的培养，对数据基础知识和

数据伦理的教育缺乏关注。因此，亟待完善

数据素养课程体系，让学生在强化数据基础

知识、数据伦理的基础上提升数据能力，增

强数据意识。

3.3  数据素养教学方式单调，数据素养教育

能力较弱

从数据素养课程教学方式来看，各大院校

开展的数据素养教育必修和选修课程授课方式

单调，缺乏针对性和实操性。实际中情报学硕

士生大多来自不同的本科专业，学科专业背景

差异悬殊。在调查的 94 门数据素养课程中，各

大院校开设的数据素养教育课程普遍为技术类

和应用类，但仅有 2 门课程为实验课程，占课

程总数的 2.13%，其余课程大多为讲授和讨论，

而技术与应用类课程需要不断地实际操作和强

化锻炼，才能获得数据能力的提升，仅仅依靠

课堂讲授、理论学习的方式，不能有效培养情

报学硕士生的数据管理能力。既不能兼顾到情

报学硕士生的学科背景、专业功底以及兴趣爱

好，且实际中的教学效果有限，导致数据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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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力较弱，难以满足数据素养教育的实际

需要。

此外，目前数据素养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评

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导致对情报学硕士生的数

据素养状况缺乏具体的认识和了解，相关教师

无法了解和掌握学生在数据素养某一方面的不

足，难以有针对性的开展数据素养教育。

4  总结及建议

面对大数据及数据科学的兴起，情报学高

校应重视对情报学硕士研究生的数据素养教育，

从理论知识教育、技术工具学习、实践应用锻

炼三个方面加强对学生数据素养的教育，有针

对性和系统性地提高情报学硕士生的数据素养。

4.1  深化数据素养教育理念

作为信息素养的延伸和深化，数据素养是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硕士生必备的基本素养。因

此，国内院校须加强情报学硕士生数据素养教

育意识，提高数据素养教育重视程度，深化数

据素养教育理念。各院校应充分认识到大数据

对情报学专业的影响，抓住大数据背景下情报

学的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大数据对情报学专业

的挑战。国外数据素养教育实践中明确的科学

数据素养概念和学习主题，课程内容涉及数据

素养的各个方面 [6-7]，为我国情报学硕士生数据

素养教育提供了经验借鉴。在实际数据素养教

育过程中，国内院校应以培养情报学硕士生数

据管理能力为理念，结合实际围绕数据素养的

四个方面展开多种形式的教学、研讨，引导学

生学习和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4.2  强化数据素养教育师资

我国情报学是一门小众专业，除了部分拥

有情报学博士点的院校之外，其他绝大多数院

校每年招收的情报学硕士研究生仅是个位数，

部分院校情报学专业教师由图书馆员担任，在

开设的课程方面也偏向信息检索、信息分析领

域，专业自身存在局限性。因此，情报学硕士

点院校在深化数据素养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应

加强数据素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引进情

报学相关学科如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等学科专业的师资力量，强化情报学研究

生数据素养教育师资队伍，构建年龄结构优化、

知识结构互相补充的动态与稳定、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高素质数据素养教育师资队伍参考文献

[8]，为情报学专业数据素养教育打下坚实的基

础，补充情报学专业数据素养教育的短板。

4.3  丰富教育教学课程体系

国内院校需从人才需求、培养目标、课程

设置、培养体系、评价标准等方面入手，充实

和完善数据素养教育体系，形成一套系统完整、

行之有效的数据素养教育方案。

4.3.1  明确市场需求，突出应用特点

完善数据素养教育体系，首先必须明确市

场人才需求以及不同层次的情报学硕士生对数

据素养的需求。国外教育机构在开展数据素养

教育前，十分重视用户需求的调查，通过调查

了解教育对象对数据的基本态度和观点，从而

掌握其获取和利用数据的基本情况 [9]。国内情

报学院校可采用采访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

方式，了解市场对于情报学硕士的人才需求以

及情报学硕士生自身的学习需要，以此制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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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素养教育的培养目标。其次，应将数据素养

教育与情报学专业教育结合起来，突出数据素

养在情报学专业实际学习、研究甚至工作中的

应用性，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4.3.2  结合专业方向，灵活设置课程

数据素养的获得必须具备相应的综合能力，

包括数据获取、处理、分析和应用等各个方面

的能力，这就要求情报学院系开设系统的、有

针对性的、多层次的数据素养教育课程，形成

完整的课程体系。鉴于情报学研究范围较广、

各大院校的专业方向也是多种多样，在课程设

置方面应结合专业方向，调整数据素养教学课

程大纲，拓展数据素养基础内容，同时采用灵

活教学方式，基础知识可采用讲授—讨论式、

技术工具可采用讲授—实操式授课、实践应用

可授权学生自主探索提交研究报告或论文。这

样既能保证情报学硕士生掌握数据素养基础知

识和工具应用，又能保证相关专业方向的硕士

生在知识和能力获得长足的发展和提高。

4.3.3  完善教学体系，制定评价标准

针对目前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数据素养教育

不足的现状，可从理论知识教育、技术工具学

习和实践应用锻炼相结合三个方面，完善数据

素养教学体系，帮助情报学硕士研究生获得数

据意识、数据知识、数据能力以及数据伦理，

全面、综合地掌握数据素养。除此之外，还应

制定情报学硕士生数据素养评价标准，以便全

程跟踪调查、评估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状

况 [10]，了解研究生掌握数据素养知识和能力

的情况，并对教学情况进行收集反馈，达到教

学相长的目的。目前国内对情报学硕士生的数

据素养测量评价标准尚未建立，应参考相关研

究 [11-13] 制定情报学硕士生数据素养评价标准。

4.4  搭建资源共享交流平台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新媒体技术

等助推现代教育技术进步，MOOC课、翻转课堂、

微课、虚拟课堂等线上混合式学习方式不断涌

现，使得学习越来越便捷。除此之外，与社会

企业、专业实习单位开展合作化教学。

4.4.1  重视现代教育技术运用

通过现代网络技术运用、交互式教学方法、

多元考核方式以及证书奖励等手段 [14]，将线下

教育与线上学习相结合，综合培养情报学硕士

生的数据素养，以满足不同层次情报学硕士生

的数据素养需求。国外众多知名高校如哈佛大

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已开展

形式多样的科学数据素养教育，如专题研讨、

短期培训、MOOC 课程等 [15]。国内院校可以借

鉴国外经验，一方面在课堂上利用现代教育技

术进行数据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如邀请相关专

家学者利用网络视频进行专题课程研讨，对学

生的课后的数据管理实践案例进行分享互动；

另一方面情报学硕士生已具备在线自学能力，

可以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爱好，合理利用时间和

地点，选择喜欢的数据素养 MOOC 课程，并承

认其 MOOC 学习获得的学分。

4.4.2  拓展学习资源共享交流

鉴于国内大多数情报学硕士点师资力量有

限，可以将数据素养教育主体拓展图书情报学

院、图书馆和其他专业学院等机构 [16]，充分利

用图书馆、其他学院以及社会机构的教育资源，

搭建高校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为情报

学硕士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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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校内资源的共享和互补，如麻省理工

学院图书馆提供的数据管理技巧在线指南 [17]、

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电子资源栏目下的 SPSS

分析网络培训 [18] 等值得借鉴；另一方面与社会

企业联合开展数据应用竞赛活动，充分调动社

会资源为情报学硕士生的数据应用实践创造机

会，建设专业数据实习基地，实现产学研用的

密切合作，更好地促进数据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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