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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A5_E4_BA_94_E5_c29_141367.htm 系统分析员队伍亟

需壮大 9月24日 由中国系统分析员顾问团主办，9月23日在长

沙隆重拉开帷幕的2006中国软件工程大会暨系统分析员年会

强调，本届大会旨在更好地促进软件行业高素质人才队伍的

壮大。 根据信息产业部的有关文件，高端人才匮乏是中国软

件产业当前发展最致命的阻碍因素之一，低水平软件开发人

员让中国大多数软件企业陷于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开发状态，

导致国内90%以上的软件企业中的开发人员不到50人。反观印

度，员工人数千人以上的软件企业有上百家，而美国前四大

软件企业员工数均超过万人。来源：www.examda.com 未来五

年中国软件高端人才缺口20万据国内权威调研机构统计数据

披露，北京市近20万名软件从业人员中，高端人才、以大专

、本科生为主的中端人才和以软件基础开发人员为主的低端

人才数之比约为1：6：3，在湖南近2万名软件从业人员当中

，这个比例为1：5：4，与此相同的是，在全国约90万软件人

才结构当中，一样的体现是：中间大，两头小。出现这种情

况的原因是，近年来，为了给软件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

储备，中国各高校纷纷增设软件专业。随着35所示范性软件

学院开始招生以及社会力量办学的培训机构的增加，我国软

件人才的供给数量增多，加上软件相关专业每年在校本科生

人数达到上百万人。由此可以预计，未来5年中国软件业从业

人员将从目前的90万人增加到250万人左右。中国系统分析员

顾问团首席顾问、希赛网首席架构师张友生认为，这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了我国软件人才短缺的状况。但并未改变软件高

端人才，包括系统分析师、架构设计师、项目管理师等，以

及低端人才，如合格的编码人员等都严重短缺的现状。同期

，人事部披露，近三年来我国人才市场计算机专业大专、本

科毕业生的招聘与求职数量的比例，明显呈现出供大于求的

态势，同样说明中端人才过剩。 来源：www.examda.com 张友

生认为，高校培养人才存在与市场结合不足的问题。目前，

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跟市场需求的技能是平行的，缺乏一个

交集，从而导致数量越来越庞大的软件中端人才就业形势不

容乐观。在2006中国软件工程大会会场，国际设计和过程科

学学会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周伯生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不止是湖南的软件企业，国内软件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大量中小型软件企业仍维持着落后的手工作坊式生产模式

。与软件业工业化生产的国家相比，高端人才严重缺口下导

致的软件企业规模偏小，成为困扰我国软件产业发展难以突

破的瓶颈，也让人才问题成为我国软件开发过程无法与国际

接轨，缺乏与跨国公司同台竞争实力的困惑。周伯生认为，

人才是软件产业最重要的资源，中国软件业要实现信息产业

部的发展规划，软件业产值从2005年3900亿元发展到2010年“

突破万亿”大关，关键在于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同样，从

目前国内的软件高端人才数量现状与软件业较先进的国家相

比，未来五年，国内软件业高端人才至少缺口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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