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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清华数据科学研究院联合大

数据文摘发起的年度白皮书《顶级数据

团队建设全景报告》系列专访的第二篇

内容。

《报告》囊括专家访谈、问卷、网

络数据分析，力求为行业内数据团队的

组建和高校数据人才的培养提供指导性

意见。

定下“顶级数据科学团队”这个研

究话题时，我们第一时间想到了领英

（LinkedIn）。

2008 年，正是在这家公司，DJ Patil

建立了全球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数据科

学团队”，并开始用“数据科学家”（Data 

Scientist）这个词来描述这些 Data man

们的工作性质。

在这之后，“数据科学家”开始被

誉为 21 世纪最性感的工作，也成为全球

技术精英们近年来最理想的职位之一。

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当我们

请领英全球数据科学团队负责人许亚给

数据科学团队下个定义时，她还是表示，

这不容易。

的确，尽管数据科学在学术领域的

概念 50 多年前就有了，但作为职业，

相比业内更多成熟的团队和路径，这依

然是个相对很新的概念。

不同公司和团队领导人对于“数据

科学团队”的定义范畴大相径庭：

从 时 间 维 度 来 看， 当 年 研 发 出

Hadoop、Kafka 的人会称自己是数据科

学家，但是现在这些大数据底层技术都

变成了偏基础设施的内容，在狭义概念

上，已经不再属于数据科学团队的范围；

随着这个领域囊括的范围越来越多

样，数据对于每家公司的重要性也都只

增不减，数据科学的“嵌入”性越来越高，

边界也越来越模糊。

尽管如此，谈及领英这些年“数据

科学团队”的定位和建设，许亚依然有

自己非常清晰的思考。

“对于领英来说，数据科学团队的

整体趋势更加走向专业化，他们的职责

不再是建立数据基础设施或平台，而是

怎样去使用数据科学和工程来最大化数

据的价值。”

这是许亚对数据科学团队任务的要求。

那么到底如何让数据的价值最大化

呢？从团队运作方式、商业影响力设定和

社会责任等角度，许亚给出了领英的答案。

“嵌入式工作，中心化管理”，数据
科学团队更加“专业化”“工程化”

和多数互联网公司一样，领英的数

据科学团队规模也在近几年飞速增长。

许亚表示，仅是近两年来，领英的数据

团队扩张了近一倍，从 150 人增加到目

前的 300 多人。

许亚提到的数据团队是指领英中心

化的数据科学部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

括领英的中心数据科学团队的运作方

式，那就是“嵌入式工作，中心化管理”。

和国内不少互联网公司将数据分析

师归属于业务 BU、向业务主管汇报不同，

领英的数据科学团队成员由许亚的中心

部门统筹。虽然在项目工作上，数据科

学家们依然会在工位分布和职能上与业

务部门紧密联系，但是从职级从属上，

都直接向许亚汇报，不同领域的数据科

学家在工作中会有交集，还会一起开会。

其实领英的数据科学团队的设置也

不是一开始就如此，随着领英数据科学

团队定位的变化，数据科学团队也从最

初的产品组，移到了现在的工程大组。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领英的数据科

学和人工智能团队都在同一个大组里，

“数据科学家”或许不再性感 
但“数据团队”的产业化才刚开始 

——访领英全球数据科学团队负责人

  作者  魏子敏 夏雅薇 牛婉杨 许亚表示，数据团队和人工智能 / 工程

团队是紧密相连的。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对数据

科学团队的需求逐渐增大，数据团队的

工作会越来越“工程化”。跑的数据会

越来越多，对工程团队的需求也会越来

越大，需要对工程团队越来越多的要求

和技术定位。

近年来，各大公司越来越意识到数

据的重要性，已有的数据科学涉入领域

在进一步扩张。数据团队之前最常被用

到的部门是市场和产品，但是基于领英

本身的数据基因，近几年的一些产品也

对之前没有用到数据的地方做了数据驱

动的尝试。

例如，与架构工程部门合作的数据

团队会去衡量工程架构的建设是否有效

率：每年跑大数据的硬件设备花费很高，

怎么样在时间上做规划，让硬件 /GPU

等更有效的发挥价值。

在人员构成上，和十年前相比，领

英的数据团队也更加专业化了，底层架

构人员也从数据科学团队分离了出来。

目前领英的数据科学团队也根据员

工不同的专业领域设立了三个工作方向：

工程专家：可以很有效地建立起数据

管道 (data pipeline) 和数据流 (data flow)；

算法专家：在预测、算法领域的技

术咖；

业务专家：有很强的业务属性，将

数据见解和公司战略结合起来；

由于工作侧重不同，在管理的过程

中也会有意地区分这三类数据科学家，

并且保持各类员工的竞争力。

许亚提到，她的团队内部更多是自

下而上的工作文化。她不会给团队指派

任务，因为每个组会自觉地告诉许亚他

们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对于一些大的

项目，一般需要跨部门合作，各部门的

领导达成共识，分配资源来一起实现这

个目标，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

三大 KPI 指标，量化数据团队工作

相对复杂的构成和与业务团队的紧

密性，给数据团队设定商业影响力和发

展路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许亚表示，两年前她接手领英数据

团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拟定了团队成

功的三要素。虽然数据团队的价值有时

候很难量化，但是有三个指标可以作为

探讨的基础。在数据团队内部不同组可

能会有不同的侧重，但对大部分组来说

这三个因素都很重要。

·数据易得性和工作效率 

数据易得性，指的是当外界需要数

据的时候，获得这些数据的难易程度；

工作效率，指的是一个人的工作是否可

以提升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

许亚表示，数据科学家之前被人诟

病过于追求新鲜感，喜欢挑战高难度

问 题， 但 做 完 MVP (Minimum Viable 

Product) 后没有维护迭代的习惯，永远

都在追逐下一个新难题。数据团队拥有

许多数据资源，比如原始数据，指标数

据，数据模型，数据可视化。

当外界对这些资源有需要的时候，

如何能够保证这些需求能够随时被满

足？软件开发有一系列衡量数据获取难

易程度的指标，比如 SLA(Service-Level 

Agreement) 的达标率就是一个很好的

量化指标。

有些数据科学家做了一个很不错的

分析，但是不太关心怎么把这个分析过

程自动化，所以每次有人提需求的时候

就需要有人再手动跑一次模型，其实都

是重复劳动，不同的人在做相同的重复

劳动。如果这个分析实现了自动化，大

家都可以享用，其他人就不需要花太多

时间精力在这个模型上，整个数据科学

团队的集体工作效率都提高了。

以前许亚的团队也缺少这种分析自动

化产品化的意识，所以她把这个设置为成

功三要素之一，强调这种意识的重要性。

·战略化思维

战略化思维，指的是数据分析结果

对公司重要战略性决策是否有指导作用。

许亚的数据团队和公司很多高层会

打交道，因为他们团队有一个很重要的

职责就是通过数据来确保公司重要决策

的大方向是准确的。比如他们需要了解

用户在疫情期间是如何使用领英服务，

如何通过领英的产品获取价值的。

许亚认为，在疫情后，用户的行为

多少会发生一些不可逆转的改变，数据

可以帮助团队更好地去学习用户行为变

化，从而在战略上指引公司对哪些领域

进行重点投资。不管是产品开发还是市

场战略的决定，都需要依靠数据。

·直接商业影响力

直 接 商 业 影 响 力 (Direct Business 

Impact)，指的是工作成果对公司商业目

标的直接影响力。

每个部门的工作开展是和公司要实

现的大目标息息相关的，领英有公司层

面的四个核心指标，数据部门在计划工

作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何对公司的商业

目标产生积极影响。

AB Test：用数据来证明一切

我们都知道，企业在做产品 / 功能

测试时一般都会用到 A/B test ，即分为

两组用户，一组对照组，一组实验组。

对照组采用已有的产品或功能，实验组

采用新功能。要做的是找到他们的不同

反应，并以此确定哪个版本更好。

A/B test 能对大范围的事情进行测试，

例如亚马逊对个性化推荐进行 A/B test 

后，发现个推能显著提升收益；谷歌在对

搜索广告进行排名时也用到了 A/B test。

那么对于领英来说，A/B Test 在领

英的产品设计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如何影响产品决策呢？

可以这样说，基本上我们在领英网站

上能感知到的更新，领英团队都会做 A/B 

Test，有些是前端的改变，有些是后端系

统的调整。当你打开领英 APP，从搜索栏，

搜索引擎算法，底部导航，到页面文字大

小，这些都是经过 A/B Test 的。

领英的产品文化以用户为主导，领

英自己不会去假设用户喜好，一切都通

过数据来说话，而不是靠谁的直觉。除

了看得到的东西，后端用户看不到的，

领英也会进行 A/B Test。比如打开 APP

要加载内容，需要从后端系统里获取数

据，每次获取 20 条数据还是 100 条数据，

这个决策就涉及到平衡与取舍，获取数

据越多，页面加载时间越长；获取数据

越少，用户浏览的时候就需要频繁刷新。

所以到底一次获取多少数据，领英还是

通过 A/B Test 来决定。

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当领英对一

个数据中心的开关做决定时也依靠 A/

B Test，比如一个用户发起数据请求，

这个请求该发送到哪个数据中心来处理

呢？这种情况下用户到数据中心的距离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最终领英

会通过做 A/B Test 来选择最优化的基础

设施方案。

虽然数据团队是 A/B Test 方面的

专家，在这方面更有经验，但因为领英

有非常完备的 A/B Test 平台，可以解

决大部分实验需求，包括实验设计、实

施和分析，所以数据团队不需要介入到

每个 A/B Test。

这对推广实验文化和数据文化很有

帮助，因为大家都可以去做实验，享受

数据和实验带来的好处。领英内部每天

大概有 100 个新实验在进行，数据团队

无法关注每个实验，但是会集中关注一

些重要的实验，深入参与到研究和分析

工作中。

在领英以数据为主导的文化浸染

下，长远来看所有人都受益于这样科学

的决策机制。也因为有 A/B Test 的文化，

所以可以跳过争论，直接做个 A/B Test

就见分晓了。整个过程简单公正，方案

落选的组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学习到一

些关于用户的新知识。

A/B Test 提倡数学引导的创新，这

种创新不取决于谁的职位更高，因此任

何团队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测试来发

掘新点子。

领英作为一个社交平台的社会责任：

给每个人公平的机会

在许亚看来，维护公平是一个很有

挑战的课题，因为你很难明确定义公平。

“当我们在说公平的时候，我们在

说公平的机会？公平的结果？还是公平

的待遇？我之前看过一个有意思的问

题，给三个不同高矮的人提供凳子，在

公平原则下，你该给他们提供同样高度

的凳子？还是提供不同高度的凳子让他

们坐上去之后一样高呢？我很难说这个

问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

领英对公平的定义是，拥有同等才

能的两个人，应该获得同等的职业机会。

而不受到种族或者自身人脉的影响。过

去两年时间领英做了很多努力来解决公

平问题，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首先，领英很重视可量化、可测量

的指标，因为如果一个问题没有被数据

抓取到，就很难注意到。

例如，每次领英发布新产品，都需

要通过量化的指标来测量这个新产品对

用户带来影响是否公平。一开始领英的

测量指标比较粗线条，他们会看这个产

品平均下来对用户是否有积极影响，但

如果细看数据，有可能这个产品只对一

部分人有益，但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

益。因此，后来领英采用了一个指数来

衡量是否在一个群体内无意间引入了不

公平因素，也就是对每个新产品，领英

想知道其带来的提升是否是公平的。

其次，领英关注现有平台上是否存

在公平问题的盲点。

例如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数据集，

训练出来的模型就更倾向于男性，这是

一个隐蔽的不公平点。很多猎头和 HR

用领英产品来招人，如果算法推荐的候

选人都是男性，女性就失去了公平的竞

争机会。

大概一年前左右领英推出了一个代

表性指数来衡量推荐结果对整体数据集

的代表性。比如所有可能候选人的男女

比例是 1:1，那领英给猎头推送的前 100

位候选人的男女比例也应该是 1:1。有了

这些量化指标，领英可以更好地规范和

规避不公平的举措。

许亚还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之前

领英有一个内推功能，当某个人想申请

Google 的工作，会收到提示说我的一位好

友在 Google 工作，我可以找他要个内推。

上线初期，领英内部对这个新功能

很满意，因为可以帮助那些有广泛人脉

资源的人更快找到工作，后来领英意识

到这个功能会让那些没有人脉资源的人

更难找到工作，所以就关闭了这个功能。

取而代之的是领英推出了一个新工作快

速提示功能，一个新职位刚发布出来，

领英会立刻给所有对此类职位感兴趣的

用户推送提示。这个功能不仅能帮助所

有用户更快找到工作，对那些关系少的

人尤其有帮助，因为他们的消息相对更

闭塞一点，所以这个功能能让更多的人

受益。

最近领英也开源了这套技术，希望

能助力其他公司去构建一个更公平的社

会环境。

随着近年来数据泄漏事件频频爆发，

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许亚也跟大数据文摘聊了聊领英在保护

用户的数据隐私方面都做了什么。

领英全球有超过 6.9 亿用户和 5000

万家企业，领英的愿景是为全球劳动力

市场中的每一位创造经济机会，通过将

所有在领英平台发生的行为数据可视

化，进而打造全球“经济图谱”。因此

用户数据对领英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用

户的信任，领英就没有办法去实现他们

的愿景和使命。

所以在 GDPR 这些开始之前，领英

在保护用户隐私上已经有了很多投资。

许亚提到，除了实现规定里的要求，领

英也用一些很前沿的技术去确保不泄

露隐私，比如现在认为是数据隐私保

护的“Gold Standard”——差分隐私

（Differential Privacy）。

大家经常说到保护隐私，比如说把

一些个人信息隐去了，其他人看不见，

我就没有隐私泄露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差分隐私只是一种保证。假设你的信

息在一堆数据里面，如果把这些信息删

掉，再运行同样的一些算法，从数据当

中得到的两个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相当

于你的数据在或者不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最后对于得到的信息没有影响。这样用户

就不需要担心他们的数据隐私被泄露。

领英三年前就开始针对数据隐私问

题进行一些重要的研究，同时也有一些

比较成功的应用，例如最近一个针对广

告商的产品，客户想要用领英的 API 去

获得一些信息，比如用户互动量前十的

文章，像这样一些集合的信息，领英也

用差分隐私去确保用户的信息不泄露。

最后，从整个公司文化上面来说，

许亚透露，除了去实现数据保护条例的

一些要求，领英也用到了一些很前端的

技术，来确保用户的隐私不被泄露。另

外，领英也十分重视在数据分享方面的

问题，并表示会对此加强技术防护。

采访过程中，许亚多次提到领英的

社会责任。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全球的劳动力市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影响，不论是就业还是工作方式都迎来

了一种新常态。领英利用数据优势，实

时展现劳动力市场的趋势变化，帮助个

人更好地应对当下的不确定性。在分析

数据时，领英还发现不同分组内的用户

受到的影响程度不一样，比如刚入职场

的新人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疫情对女性

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男性。

通过数据观察到这些问题后，领英

数据科学团队和业务部门迅速沟通，快

速响应，针对各个市场及时提供了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服务来帮助这些人，让每

个人都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获得平等的

工作机会。

“这是领英作为一个职场社交平台

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