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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2102/T XXXX《大数据职业技能》已发布1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本文件为DB 2102/T XXXX的第1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辽宁）（LN/TC 0014）提出。 

本文件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软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大连交通大学、大连华信计算

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连奥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郎庆斌、尹宏、丁宗安、刘宏、谢尚飞、胡剑锋、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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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职业技能规范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数据相关职业道德、职业划分、大数据职业资格等级、职业技能鉴定的一般原则和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大数据资源应用相关政府、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组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21/T 1793.1 信息技术 职业技能规范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职业技能 occupational skills 

在大数据相关职业活动范围内，大数据相关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业务能力和技术能力。 

 

职业分类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依据职业活动对象、从业方式、工作性质等划分的大数据相关职业类别。 

 

工作职位 occupational groupings 

同一职业分类中，依据专业知识和特点、技能要求及实际需求的不同，划分的不同的工作类别。 

 

业务能力 business ability 

在从事大数据相关职业的相应专业工作中发现、解决实际问题并能创造相关价值的工作经验和业

绩。 

 

技术能力 technical capacity 

完成大数据相关职业的工作任务必需具备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和熟练程度。 

 

基本知识 asic knowledge 

依据本文件，各等级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的通用基础知识，主要包括大数据相关职业及与大数据相关

职业相关并贯穿整个职业活动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 

 

职业技能鉴定 occupational skills eval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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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本文件，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大数据相关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

水平或大数据相关职业资格的活动。 

4 职业道德 

大数据相关职业从业人员均应具备以下职业道德： 

a)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及行业规范、标准和企业规章； 

b) 诚实守信、科学严谨、恪尽职守、团队协作、公道正派。 

5 职业划分 

划分原则 

大数据职业划分原则包括： 

a) 职业的特征、分布和发展，特别是职业成熟度和技术创新、更迭的职业影响； 

b) 职业类别的特征、差异，特别是系统性、复合型技能对职业的影响； 

c) 职业市场的需求和现状，特别是技术创新、更迭的市场影响； 

d) 职业的通用能力、专业能力、技术能力的需求，特别是技术创新、更迭的技能影响。 

划分层次 

职业类别划分应包括3个层次，如图1所示： 

 

 

 

 

 

 

 

 

图1 职业类别划分层次 

职业种类应与DB21/T 1793.1 4.3规定的职业种类对应。 

职业分类 

按照5.1规定的原则划分大数据相关职业分类，如表1： 

 

 

 

表1 大数据相关职业分类 

职业种类 

职业分类 职业分类 …… 

岗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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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职
业
分
类 

C
D
O 

数
据
架
构 

数
据
分
析 

数
据
工
程 

数
据
管
理 

数
据
安
全 

数
据
服
务 

数
据
处
理 

数
据
评
测 

数
据
咨
询 

数
据
教
育
与
培
训 

岗位设置 

按照5.1规定的原则划分岗位，参看附录A。 

6 职业资格等级 

等级 

大数据相关职业资格等级应分为6级：1级（初级）、2级（初级、技术员）、3级（中级、助理工程

师）、4级（中级、工程师）、5级（高级、高级工程师）和6级（专家级）。 

等级要求 

大数据职业资格各个等级，应符合相应的要求： 

a) 6级（专家级）： 

应具有相当丰富的项目经验和业务能力、系统全面的专业能力和知识、熟练运用的宽专业

跨领域的复合技能和知识、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前瞻性，在专业领域具有开创性，有一定的影响

力； 

b) 5级（高级、高级工程师）： 

应具有较丰富的项目经验和业务、专业能力，创新性运用大数据人才技能和专业知识，能

够较熟练运用某些跨专业、领域的知识并具备相应的复合技能，跟踪技术发展和应用；能够在

专业领域内提供专业技能指导； 

c) 4级（中级、工程师）： 

应具有一定的项目经验和业务、专业能力，具备某些跨专业、领域的知识储备并具有一定

的复合技能运用能力，了解技术发展和应用。应能熟练运用大数据相关专业人才技能和专业知

识，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和所承担的项目管理工作； 

d) 3级（中级、助理工程师）： 

可具有简单项目经验和业务、专业能力，应能运用大数据相关专业人才技能和基本知识，

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具备指导他人工作的能力，并能够承担部分项目管理工作； 

e) 2级（初级，技术员）： 

应具有运用大数据相关专业人才技能和基本知识的能力，在指导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并

具有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  

f) 1级（初级）： 

应具有一定的大数据相关专业人才技能和基本知识，在指导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 

等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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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分类的职业资格等级设置，均应根据相应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范围和相应技能要求确定。各职

业分类的职业资格等级参照6.1、6.2的规定。 

7 职业技能鉴定 

鉴定要求 

大数据相关职业从业人员申报各职业资格等级，应符合相应职业分类规定的条件，并应通过获得授

权或具备相应资质的专门鉴定机构的相应职业技能鉴定。 

鉴定内容 

7.2.1 技术能力 

7.2.1.1 知识能力评价 

应评价大数据相关职业从业人员应掌握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相关知识的运用能力。 

7.2.1.2 专业技能评价 

应评价从事申报职业资格等级对应的职业分类工作应掌握的专业技术和综合运用能力及应达到的

专业水平。 

7.2.2 业务能力 

7.2.2.1 业绩评价 

应评价从事大数据相关职业的工作年限内，完成的实际项目及在项目中所担负的责任范围、项目的

难易度与项目的规模、质量等。 

7.2.2.2 专业评价 

应评价从事大数据相关职业的工作年限内： 

a) 专业发展：所从事大数据相关职业的相应专业成熟度、专业更新和完善状况及专业运用影响范

围； 

b) 技术传承：从事相应大数据相关职业的工作年限内，相应专业技能分享、传授和创新； 

c) 新人培养：培训、指导无经验或经验不多的相应大数据相关职业从业人员； 

d) 从业年限：从事大数据相关职业相应的工作年限。 

7.2.3 复合能力 

7.2.3.1 知识能力评价 

应评价大数据相关职业从业人员多专业、多领域的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及其它相关知识的理解及综

合运用能力。 

7.2.3.2 专业能力评价 

应评价大数据相关职业从业人员从事申报职业资格相应等级的职业工作中宜掌握的多专业、多领

域的专业技术和综合理解、运用能力及可达到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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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3 业务能力评价 

应在业绩和专业评价中评价大数据相关职业从业人员完成实际项目中运用多专业、多领域知识和

专业的工作能力。 

内容设置 

大数据职业技能评价的内容，应根据职业分类的技能、专业要求设置，科学、规范、客观的评价基

本素质、技术能力和业务能力。 

鉴定方式 

7.4.1 要求 

大数据职业技能鉴定方式，应根据相应职业分类的特点，采用考试、履历鉴定和面试综合考核方法，

准确评估、判断职业技能水平。 

7.4.2 考核要求 

应根据大数据相应职业分类特点，确定相应的考核要求，并详细说明。 

7.4.3 考核说明 

考核应包括： 

a) 基本知识考试：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相关知识； 

b) 职业履历鉴定：技术能力、业务能力及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相关资格、获奖情况、发表论文

等； 

c) 面试：基本素质、实践经验、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应变能力、自我控制能力、沟通能力

等。 

鉴定比重 

应遵循DB21/T 1793.1 6.5的规定。 

8 职业技能培训 

应遵循DB21/T 1793.1 第7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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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职业分类说明 

职业分类说明参见表A.1。 

表A.1 职业分类说明 

职业分类 岗位设置 说明 

CDO 

01 
 

基于丰富的数据管理经验，了解、熟悉主流数据处理、应用技术和数据相

关进展，熟悉组织的数据现状，提出数据相关的战略性意见和建议，合

理、准确关联数据价值和组织决策。 

数据架构 

02 

数据架构师 

02-1 

具有丰富的数据相关专业知识、相关知识和数据相关系统设计、部署、应

用经验，基于数据资源的深刻理解，分析、评估数据资源分布、配置，融

合数据应用环境，选择适宜的实践参考模型，规划、设计数据相关系统总

体架构，构建新产品研发、新技术体系。并基于丰富的知识积累和熟练的

技术能力，分析、评估系统整体架构，优化系统结构，保证数据资源的安

全性、可信性、可用性。 

数据规划师 

02-2 

基于丰富的系统总体规划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和前瞻性战略思维，及丰富

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经验积累，深刻理解组织发展战略，分析、评估实际需

求和发展目标，根据组织的环境、现状、需求等，及技术创新、更迭和中

长期发展目标，顶层规划数据资源采集、整合、管理、优化配置和数据相

关系统、子系统、功能结构等的规划发展框架。 

数据分析 

03 

数据分析师 

03-1 

基于丰富的实践和经验，深刻理解组织发展战略、数据相关业务流程、数

据安全风险，熟知数据工程、主流技术、数据库技术等专业知识及相关知

识、数据相关部署和应用经验，精通数据资源建模技术，发现数据

（源），获取、分析、定义、确认、验证数据需求，构建适用的数据资源

模型，为组织决策、数据规划和架构设计提供决策依据。 

数据工程 

04 

数据工程师 

04-1 

熟悉数据库、数据管理、开发工具等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基于丰富的

开发经验和实践，收集、处理海量原始数据，并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一致

性和可信性。 

数据挖掘工程师 

04-2 

熟悉数据库、数据管理、算法和开发工具等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基于

丰富的开发经验和实践，深刻理解数据资源和业务需求，设计数据挖掘算

法，整理、分析、抽取、转换、挖掘大量分散的、独立的原始数据，剖析

数据深层知识，构建、设计数据资源模型，提供安全、可靠、可用的数据

资源展现、评估、预测。 

数据开发工程师 

04-3 

熟悉数据库、数据管理、开发工具等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基于丰富的

开发经验和实践，深刻理解数据相关业务，实现业务系统和数据挖掘的应

用。 

数据管理 

05 

数据存储 

05-1 

基于丰富的数据存储应用和设计经验，熟悉各种主流数据库技术、性能调

优经验、虚拟存储技术等，熟悉各种数据存储设计工具和设计方法；规

划、设计相应的数据存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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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分类 岗位设置 说明 

数据库管理 

05-2 

管理、监控、备份、恢复、维护数据库系统，确保数据库系统的完整性，

准确性，安全性。 

数据管理 

05-3 

基于丰富的数据管理和相关知识积累，科学化、规范化组织、计划、协

调、控制数据资源，建立相关管理机制、管理策略。 

数据安全 

06 

数据安全架构师 

06-1 

具有信息安全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数据资源

相关基础设施、相关系统架构、安全应用集成、相关安全产品典型部署等

及其它数据资源安全相关事项，了解安全趋势和组织的整体安全需求，识

别、分析、评估数据资源安全风险，设计、构建信息安全整体防御体系和

管理体系，为数据及相关环境构建整体、深层、安全、可靠的安全架构。 

数据安全评估师 

06-2 

基于丰富的安全实践，熟悉数据资源相关基础设施、相关系统架构、安全

应用集成、相关安全产品典型部署等及其它数据资源安全相关事项的缺

陷、漏洞和防御技术，识别、分析、评估系统风险、系统安全性能，提供

评估报告和解决方案。 

数据安全咨询师 

06-3 

熟悉各种安全标准、信息安全基本知识和相关知识，提供数据资源安全整

体解决方案。 

数据安全服务 

06-4 

熟悉主流的操作系统、数据存储系统和基础架构，熟悉信息安全管理和数

据管理的基本知识，理解并掌握信息安全和攻防技术，提供安全机制、安

全策略、安全管理等服务。 

个人信息安全 

06-5 

基于个人信息特征、IT安全知识和实践，熟悉、理解个人信息管理知识、

技术和相关标准，提供综合、整体信息安全（个人信息安全）解决方案。 

数据服务 

07 

数据服务工程师 

07-1 

基于丰富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数据相关部署、应用经验，熟悉用户需求，并

根据需求提供数据规划、数据管理、数据维护、数据安全等数据相关服

务。 

数据运营工程师 

07-2 

基于丰富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数据相关部署、应用经验，熟悉用户需求，保

证数据、数据相关产品、数据相关系统等的安全性、可靠性、可用性。 

数据处理 

08 
 

利用计算机及相关输入设备、相应软件处理系统，及时、准确、高效、高

质量的录入文字或数据。 

数据评测 

09 

数据质量工程师 

09-1 

基于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检验，建立数据校验机制和质量保证机制， 保

证数据资源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和可用性。 

数据测试工程师 

09-2 

基于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检验，编制测试方案，包括大数据测试计划、

策略、流程、测试步骤、测试用例级测试工具和脚本设计等。 

数据咨询 

10 

数据咨询师 

10-1 

具有良好的交际能力，基于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检验，提供数据资源相

关的解决方案。 

数据教育与培训 

11 

职业教育 

11-1 

基于丰富的职业教育经验、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充实的职业实践基础，

提供从事大数据相关职业所必需的知识及技能的教育和训练。 

基础培训 

11-2 

基于丰富的知识、业务和专业技能，提供从事大数据相关职业所必需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培训。 

认证培训 

11-3 

基于丰富的知识、业务和专业技能，熟练掌握相关认证的职业技能，为大

数据相关职业获得、提升相应职业资格提供认证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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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能力培训 

11-4 

基于丰富的跨专业领域的知识储备和宽专业、跨领域的实践经验，提供高

端、复合型人才所需知识、技能培训和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