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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学历 贵阳高新区开评“大数据职称”

 从事大数据工作，不但可以评职称，还能获得奖励？近日，贵阳高新区就对41名获得大数据职称的人才兑现奖励11
.8万元。

 近年来，正在打造“中国数谷之心”的贵阳高新区，跳出高新区发展中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成为发展大数据产
业的“急先锋”，大数据人才也因而备受重视。那么，在全国首开先河的大数据职称到底怎么评？又将对贵阳高新区
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为人才匮乏求解

 2016年6月，贵阳市出台了《贵阳市大数据产业人才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试行）》，明确大数据产业相关专业
技术人才可以申请职称评定。该办法规定，在贵阳市注册的大数据产业企业中从事大数据技术业、大数据服务业、大
数据软硬件研发等专业技术人员，符合条件的都可申请职称评定。大数据产业人才职称分为大数据技术员、大数据助
理工程师、大数据工程师、大数据高级工程师；技术职务分为员级、助理级、中级、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

 在贵阳高新区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陈继看来，贵阳市此举填补了全国大数据人才职称评审空白，建立起了大
数据产业人才评价指标新体系，为贵阳建设大数据综合创新试验区提供了人才支撑。

 据估算，未来五年，我国大数据人才缺口将高达130万人左右，大数据平台运维与开发、数据分析、数据安全等专
业人才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的大数据人才奇缺。而对于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而言，技术是
核心，人才是关键。显然，作为全省大数据产业的“火车头”和“发动机”，贵阳市意图以此为大数据人才匮乏“破
题”。

 去年，首批共130人申报参加大数据人才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为使评价工作具有权威性，贵阳市从专业院校和大数
据高科技产业公司中聘请了具有大数据资质的高层次人才组成专家组，对申报人员进行评审。最终，通过资格审查、
专家评审、公示等环节，15人获评高级大数据工程师、50人获评大数据工程师、40人获评大数据助理工程师。其中，
贵阳高新区共有45名大数据产业人才获评职称，居全市第一，符合条件的41名人才还获得了11.8万元奖励。

 为人才评价开路

 按照上述办法，凡是研究成果获得国家专利、成果产业化生产年产值在300万元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连续2年年销
售额在2000万元以上、年纳税额在200万元以上的企业负责人；从事大、中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连续3年使企业盈
利有较大幅度增长或实现扭亏为盈、成绩显著的（经市业务主管部门认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均可被破格晋升职称
。

 对任职年限不足或不具备规定学历且从事专业技术工作6年以上的申报破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满足正常评审条件
下，近3年来工作业绩突出，同时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破格评审助理级、中级、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高级工程师李晓鹏正是其中的受益者。尽管只有本科学历，但他从事这个行
业已经14年了，而且拥有30多项专利，还获得过中国优秀专利奖，所以得以破格获评高级职称。

 “流程不繁琐，很方便。”李晓鹏说，相比其他职称评定，大数据职称更接地气，更多考虑个人的能力、经验，而
不再是单纯考量学历、分数，对于个人而言，是非常好的一种鼓励、一种认可。

 陈继表示，以前职称评定要参加考试，还要发表论文，但贵阳市开辟了大数据产业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建
立以能力为导向，以业绩为依据，以品德、知识、能力、贡献等为主要内容的大数据产业人才评价指标新体系。“不
唯学历，认可业绩”是其中主要的突破点，具有推广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贵阳市大数据产业与农村电商产业结合非常紧密，而在农村电商行业，从业者普遍学历不高，但优
势在于经营经验丰富。对于这部分人才，贵阳市为他们打开了职称晋升通道。

 为“数谷之心”引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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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贵阳高新区出台了建设“数谷之心”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从今年起到2020年全力打造“中国数谷之心”
，努力成为全国大数据核心示范区域。届时，贵阳高新区将成为“中国数谷”的动力源，大数据及关联企业将达1000
0家以上，营业收入达1000亿元。同时，引进和培育大数据国际知名品牌10个以上、国内知名品牌20个以上、行业知
名品牌50个以上。

 为了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贵阳高新区启动实施的“人才特区”建设，对引进的人才给予各种奖励和服务。如今，
区内已聚集各类人才8.5万人，其中，大数据产业人才1.1万余人，人才引擎提速发展效应不断彰显。

 大数据职称的评审，无论对于企业还是高新区来说，都是一种吸引人才的手段。当然，获评的大数据人才，也从中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大部分人因此有了升职加薪的机会。这几乎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一位大数据产业从业者说，国内大数据行业圈内的人才流动比较频繁，以往跳槽者介绍自己只能以“说”为主，而
企业以“查”为主，难以全面对个人能力进行评价。有了这个职称证明，就可以充分向企业展示从业者相应的技能水
平。

 贵阳高新区组织与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大对大数据职称申报的宣传力度，做好申报指导和材料把
关工作，争取获批大数据职称人才逐年上升。同时，继续吸引和挖掘大数据人才资源，提高政策吸引力，构筑大数据
人才高地。（李官杰 本报记者 何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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