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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ka的就业数据分析和模式挖掘*

———以重庆市信管专业为例

朱 德 利

(重庆师范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在 Weka平台下使用了时间序列预测算法、朴素贝叶斯聚类和 Apriori关联规则算法分析真实就业数据,得到如下

结论:该专业各年的男女比例总体较为平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专业在重庆市的5所高校中既招收文科生,又招收理科

生;女性党员学生且没有工作经验与“考取研究生”这一状态关联度较高;企业是信管专业的最主要的就业领域;获奖次数

多的学生选择传统就业领域的概率比较大;该专业中、东部的就业信息向重庆市传递还不够充分。文章还分析了产生这

些结论的2个原因:一是图书情报部门已经不能形成一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独特的就业类型,但社会对该专业产

生了新的需求;二是实际就业环境与专业定位设计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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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作为一门将信息技术同管理学科相结合而产生的专业,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学生就业过程中往往因为各种因素导致就业困难。本文试图对近几年重庆市

该专业学生就业真实情况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展现本专业就业全景,分析专业的就业瓶颈,为该专业的专业

设计、教育教学、职业规划等提供数据支撑。

1数据来源

在本研究中,笔者主要收集了重庆市5所高校(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理

工大学)2004—2011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信息,这些就业信息来自各个学校的就业指导中

心,数据真实可靠,同时该数据来自不同的学校,数据具有广泛性和实用性。收集的数据信息中,主要由姓名、性
别、在校任职、获奖次数、单位性质、专业排名、单位名称等组成。表1展现的是部分数据的包含部分属性值的数

据信息。

表1 部分原始数据表

姓名 性别 党团 工作经历 获奖/次 单位性质 成绩排名 … 单位名称 毕业时间/年

魏恒 男 党员 有 3 升学 4 … 武汉大学研究生 2004
张东强 男 团员 无 4 国企 19 … 重庆公交公司 2005
雷鑫 男 团员 有 1 民企 9 … 重庆渝强集团 2006

梁艳妮 女 团员 无 0 民企 5 … 吉林延边江都实木家具有限公司 2007
︙ ︙ ︙ ︙ ︙ ︙ ︙ ︙ ︙ ︙

韦韬 男 团员 有 1 三资 3 … 广州三菱商事 2009
张帆 女 群众 有 0 民企 10 … 四川恒升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2010
刘刚 男 团员 无 1 三资 4 … 成都中特科技有限公司 2011
贾娟 女 党员 无 3 国企 12 …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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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预处理

表2 处理后部分数据表

Sex1 Work-E W-number U-characterP-ranking … T/年

Male Yes 3 PrivateE 4 … 2004

Male No 4 StateE 19 … 2005

Male Yes 1 PrivateE 9 … 2006

Female No 0 PrivateE 5 … 2007
︙ ︙ ︙ ︙ ︙ ︙ ︙

Male Yes 1 ForeignE 3 … 2009

Female Yes 0 PrivateE 10 … 2010

Male No 1 ForeignE 4 … 2011

Female No 3 StateE 12 … 2011

  各个学校在建立数据库时选择的字段不尽相

同,有的有序号、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住址等相

关信息,有的这些信息不全面,而且排列顺序也不

尽一致,还有就是字段名称、长度不统一,在对这些

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之前需要对其进行预处理[1]。
本研 究 使 用 微 软 SQLServer2005integration
services(SSIS2005)作为预处理工具,建立一个就

业数据仓库,然后对所有数据进行统一清理,清除

数据噪声和与挖掘主题明显无关的数据,如身份证

号、学号及其一些明显出错的数据。本次数据挖掘

使用的挖掘工具是 Weka,在用 Weka进行数据挖

掘时,为了防止出现乱码,数据最好是英文或者阿

拉伯数字。如对以上表格进行数据处理后变为如表2所示。其中Sex1表示性别,Work-E 表示是否有工作经

验,W-number表示获学金次数,U-character表示单位性质,P-ranking 表示成绩排名,Time1表示毕业时间。

3数据挖掘过程及部分可视化结果分析

3.1数据挖掘过程

对数据进行整理后,将数据文档输出为CSV格式,再在 Weka中将数据转存为ARFF格式的文件,即进入

Weka数据挖掘流程[2](图1)。

图1 Weka工具进行就业数据挖掘过程

  本研究使用了时间序列预测算法、决策树分类、朴素贝叶斯聚类和改进的Apriori关联规则算法对数据进行

挖掘处理,挖掘过程从以下5个问题选择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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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年份毕业生男女比例变化趋势及其预测;
(2)性别和工作选择关联;
(3)获奖次数和单位性质的关联分析;
(4)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类别分析;
(5)毕业生就业地区类别分析。
由于 Weka数据挖掘在展现方面缺乏直观性,本文就基于 Weka挖掘的结果进行了再处理[3],使得结论更易

于理解。

3.2数据挖掘可视化结果及其分析

图2 2004—2011年男女毕业生比较直方图

挖掘过程根据本研究确定的5个问题分别得出了挖掘数据和可视

化结果。以下是这些挖掘结果的详细阐释。
(1)各年份毕业生男女比例变化趋势。根据本研究获取的数据,重

庆市5所高校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各年毕业生男女比较直方图

如图2所示。
通过对男女各年的变化进行拟合,可以得到男女毕业生数的方程

分别为:
男毕业生:y=0.0257x6-0.7421x5+8.4396x4-47.496x3+

136.76x2-188.87x+223.87。
女毕业生:y=0.0542x6-1.5683x5+17.88x4-101.4x3+297.45x2-422.65x+378.5。
由此拟合方程式可以发现,该专业各年的男女比例总体较为平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专业在重庆市的5

所高校中既招收文科生又招收理科生,同时该专业所在的学院也有较为平衡的文理趋向。但从整体上看,女毕

业生人数还是多于男毕业生人数[4]。对重庆5所高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招生过程中的文理特点的调查

结果如表3所示。
(2)性别和工作选择关联分析。本研究使用 Weka数据挖掘工具所带的Apriori算法研究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就业数据中的性别与工作选择的关联规则。
通过对表1的数据处理,再用Apriori算法分析,将最小支持度下界设为0.3,上界设为0.8,置信度作为关

联分析的度量,设定其最小值为0.85,其他参数保持为默认值[5],可以得到频繁项集6个,靠前的3个强关联为:

1)Sex1=’male’,group1=’leaguemember’,Work-E=yes,319==>job-property=’otherenterpri-
ses’,301,conf:(0.89);

2)Sex1=’male’,group1=’masses’,Work-E=no,116==>job-property=’waitingjob’,101,conf:
(0.87);

3)Sex1=’female’,group1=’partymember’,Work-E=no,36==>job-property= ‘graduate’,31,

conf:(0.86)。
表3 重庆5所高校信管专业的文理趋向分析

学校
信管专业招生特点

招生的文理要求 信管专业隶属的学院 学院的文理趋向

重庆师范大学 理科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偏理科

西南大学 文理兼收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偏理科

重庆大学 文理兼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偏文科

重庆工商大学 文理兼收 管理学院 偏文科

重庆理工大学 文理兼收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偏理科

job-property表示工作属性,group1表

示党群关系。关联1)的含义可以解释为:
在所有数据中有339个样本属性为“性别为

男,同时党群关系为团员,有工作经验”,符
合这些条件的样本中有301个工作属性为

“其他企业”。置信度为0.89。这个规则说

明有工作经验的男毕业生选择其他企业的

居多,根据高校的实际情况,党群关系为团

员的同学占大多数,有工作经验也是一个较

为泛化的统计,故此关联规则实际意义不大。
关联2)的解释是在所有数据中有116个毕业生属性为“性别为男,同时党群关系为群众,没有工作经验”,符

合这些条件的样本中有101个工作属性为“待就业”。置信度为0.87。这说明“性别为男,党群关系为群众,没有

工作经验”与“待就业”的就业状态关联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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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3)可以解释为在所有数据中有36个毕业生符合“女生,同时也是党员,但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条件,他
们中有31个的工作状态为“考研”,置信度为0.86。这说明“性别为女,党群关系为党员,没有工作经验”与“考
研”的就业状态关联度较高。不过这一挖掘过程中的有效样本还显不足。

普遍认为,男毕业生在就业中比较占优势,同时工作经验对大学的成绩也是由正面影响的[6],故2)和3)体现的

规则和这些认识有一定的差距,是本研究中发现的较有价值的规则。值得管理学生工作和就业工作的部门研究。
(3)获奖次数和单位性质的关联分析。同样,把表1的数据处理为适合获奖次数与单位性质分析的表,把获

奖次数作为文本字段处理[7],再载入到 Weka用Apriori算法分析其关联规则,设置最小支持度下界设为0.3,上
界为0.7;置信度最小值为0.7,其他参数保持为默认值,可以得到频繁项集8个,靠前的3个强关联为:

1).prize=’0’,Work-E=yes,group1=’leaguemember’,229==>job-property=’otherenterprises’,

185,conf:(0.81);

2).prize=’3’,Work-E=yes,group1=’partymember’,62==>job-property=’state-ownedenterpri-
ses’,46,conf:(0.75);

3).prize=’1’,Work-E=no,group1=’leaguemember’,98==>job-property=’flexiblejob’,71,conf:
(0.72)。

规则1)可以解释为,获奖次数为“0”,有工作经验且为团员的人,有81%选择的工作属性为“其他企业”;规
则2)则表明获得奖励次数为“3”,且为党员的有工作经验的人有75%选择国企;而规则3)则表明获得一次奖励

的没有工作经验的团员选择灵活就业的有72%。这三个关联规则表明,获奖次数多的学生选择传统就业领域的

概率比较大。

图3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流向图

(4)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析。图3是重庆市信管

专业毕业生的流向统计,按单位性质流向划分。由图3
所知,信管专业的毕业生在其他企业的就业人数约占总

人数的一半,待就业的毕业生占10%~30%左右,也就是

说,还有很大一部分信管专业的毕业生和全国其他大学

毕业生一样,处于未就业状态。另外还可以看到,信管专

业的毕业生灵活就业比例较大。还有很多毕业生选择考

研/升学继续深造,以更高的学历和更多的知识来获得更

好的工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是信管专业

毕业生的选择之一[8]。另外,自主创业、教育单位和其他

企业都涉及信管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分析数据可以发

现,信管专业的就业面较广,但企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领域。

图4 毕业生地区流向比例图

(5)毕业生就业地区分析。图4是按地方区域流向

划分的毕业生地区流向图。在图中以百分比表征了重庆

市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签约就业的地区差异。
通过图4可以看到,在众多的重庆市信管专业毕业

生中,大都选择在重庆就业,一方面,重庆本地生源占有

很大比例,另一方面,重庆近几年经济高速发展,很多外

地来重庆求学的毕业生也愿意留在重庆发展。中、东部

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就业人数反而比较少,体现出该

专业中、东部的就业信息向重庆市传递还不够充分。

4问题及原因分析

4.1数据挖掘暴露出的问题

在本研究中对数据的分析结果支持大部分普遍认同

的观点。比如,工作经历与进入民企、三资企业就业的关联度有82%,表明实践能力较强的,有一定社会工作经

验的毕业生较容易被民企、三资企业录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9],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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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结果显示获奖次数为3次的毕业生与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关联度达到75%。
数据挖掘的重要价值在于发现存在于数据中而又和传统认识有所差距的模式。本次研究发现的一个和传

统认识切合度不高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就业单位几乎很难聚类。笔者选取了经典的

K-means聚类算法对就业单位进行聚类分析,多次调整参数后的聚类效果都不令人满意,这表明本专业的就业

单位类型比较分散,没有较为固定的就业单位。在通常的认识中,一个专业应该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就业方向,但
是本研究收集到的数据不支持这一观点。

4.2原因分析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1)传统的作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主要就业阵地的图书情报部门对于本科生的需求量越来越少,已

经不能形成一个特定的就业类型。而与此同时在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宏观环境下,信息管理和服务的观念、内容

及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就业有更多的新的市场需求[10]。
(2)实际就业状况和专业设计的就业方向有较大的差距。在重庆市多个高校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教学

计划中,几乎都对该专业以“方向选修课”的形式分了方向,归纳起来,大概有政务信息管理、管理学、计算机应

用、图书馆学等4个方向[9],按照各个学校的教学大纲说明,理想中的专业方向和就业领域关系如图5所示。但

是在实际就业环境中,只有少部分毕业生在就业的时候是按照这个设计找到的“对口单位”,每个方向的毕业在

就业领域上都是相互交叉的现象非常普遍。图6表明了这种现象。

    图5 理想中的专业方向和就业领域关系图        图6 实际就业环境的专业方向和就业领域相互交叉图

5结语

经过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就业情况的数据挖掘[11-14],笔者发现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生遍及各行各业,就业领域的增大,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提供了更

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面对就业机会的增加,本专业学生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各方面能力,以适应社

会的需求。另外,学校也要给该专业的学生拓宽就业渠道,社会应该尽快提高对该专业的认识。发挥社会、学
校、老师、学生的综合效应方能从根本上提高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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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DataAnalysisandPatternMiningBasedonWeka
———TakeSpecialtyofInformationManagementandInformationSysteminChongqingforExample

ZHUDeli
(CollegeofComputerandInformationScience,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WeuseWEKAasatoolfordataanalysisandpatternmining;thedatacomefromfiveuniversitiesinChongqing.Timese-
riesforecastingalgorithm,decisiontreeclassifier,andnaïveBayesianclusteringandimprovedapriorassociationrulesalgorithmare
usedforourresearch.Weanalysissomeofthevisualizationofminingresults,getsomepatternsinthedataofspecialtyofinforma-
tionmanagementandinformationsysteminChongqing.Theresultsofourresearchinclude:theproportionofmaleandfemaleis
balancedoverall,largelybecausebothliberalistsstudentsandsciencestudentsarerecruited;femalestudentswithnoworkexperi-
encearehighcorrelationwiththestate“admittedstudents”;companiesaretheleadingareaofemploymentofthisspecialty;the
studentsgetmoreawards,theychoosemoretraditionaljobareas;itisnotsufficientforjobinformationofeasternChinatransferring
toChongqing.Thispaperalsoanalyzestworeasons:first,librarieshavebeenunabletoformauniquejobtype,butnewneedsare

generatedatthesametime;second,therearegapbetweenjobenvironmentandthedesignofspecialtyposition.
Keywords:informationmanagementandinformationsystems;employment;data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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