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学院/大数据学院 

数学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0701）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一门外国

语；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体目标如下：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诚实守

信，勇于创新，做到能力、知识和人格三位一体全面发展，为国家的建设服务。 

2. 具有较坚实的数学基础理论和较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数学学科所属研究方向的发展现

状、趋势和研究前沿； 

3.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能用外语撰写论文摘要，有一般

的会话能力； 

4. 具有一定的独立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的科研能力。能运用数学知识及计算机技术

分析和解决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中的一些问题，具有较好的科研素质和较强的创新能力； 

5.硕士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工程实用价值； 

6. 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或管理部门从事相关或相近专业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

作。 

二、研究方向   

1.基础数学(070101) 

① 现代调和分析； 

② 偏微分方程； 

③ 复分析与算子理论； 

④ 代数与几何。 

2.计算数学(070102)： 

① 数值计算；  

② 量子计算； 

③ 工程计算与仿真。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070103)： 

① 统计分析；  



② 随机过程应用； 

③ 保险精算与统计； 

④ 金融数学与金融统计。 

4. 应用数学(070104)： 

① 应用调和分析与压缩感知；  

②常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 

③ 数学物理方程； 

④ 信息处理。 

5. 运筹学与控制论(070105)： 

① 图论；  

② 优化理论； 

③ 复杂网络。 

6. 数据科学与工程(0701Z1)： 

① 大数据处理；  

② 机器学习；  

③ 数据挖掘； 

④ 人工智能。 

三、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3年，其中课程学习 1～1.5年，参加科研、撰写学

位论文和论文答辩的时间为 1.5～2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研究生课程由学位课、非学位课和必修环节三部分组成，实行学分制，学位课（必修

课）不少于 22学分，至少选修一门跨一级学科的课程（包括公共选修课），非学位课（选修课）

不少于 9 学分，学位课与非学位课之和不少于 31 个学分，必修环节 2 学分，总学分不少于 33

学分。 

具体课程设置附后。 

五、培养方式 

按照《浙江科技学院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六、培养过程实施 

1.个人培养计划制订。 



研究生入学三周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本学科培养方案和研究生本人的具体情况确定研究方向与制订

个人培养计划，经学科和研究生院审定后实施。个人培养计划应符合培养方案的总体要求。硕士研究生培养

计划表，经研究生所在二级学院审核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2.文献选读和开题报告。 

二级学院对研究生在进入研究生学位论文阶段前对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及德、智、体进行综合考核。考

核合格方可进入论文开题环节。文献选读和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内完成，具体按照《浙江科技学院硕

士研究生文献选读与开题报告工作实施办法》执行。 

3.学位论文攥写 

学位论文撰写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并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论文中的科学论点要

概念清楚、论据充分；所选用的研究方法要有科学根据，理论推导正确，计算结果无误，实验数据真实可靠，

分析严谨；结论应作理论上的阐述，引用他人的材料要引证原著。论文应有创新性成果。论文要求语句精练

通顺、条理分明、逻辑性强、文字图表清晰整齐，凡需保密的论文应注明密级。 

学位论文格式具体参照浙江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格式要求与说明执行。 

4.中期考核 

研究生课程学习考核结束以及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之后，进入学位论文写作的中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

课程学习、必修环节、科研能力和论文进度等方面进行的一次全面综合考核。其目的是评价研究生入学以来

的学习成效，及时发现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采取分流与淘汰

方法，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中期考核具体按照《浙江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执行。 

5. 学术成果业绩要求。 

只有符合下列学术成果业绩要求的，硕士研究生方可申请论文答辩。学术成果业绩要求在攻读硕士学位

期间，研究生至少须作为第一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导师）并以浙江科技学院为第一单位发表（含录用）

与其学位论文有关的 SCI 期刊论文 1 篇及以上（刊物级别以论文投稿日期的最新版为准）；或作为第一或第

二发明人（第一发明人为导师）并以浙江科技学院为第一专利权人单位，获授权的与其学位论文有关的发明

专利 1 项及以上。 

6. 预答辩、论文评阅、答辩。 



学位论文预答辩、评阅、答辩按《浙江科技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工作的的暂行规定》有

关规定执行。 

7. 学位授予。 

学位授予按《浙江科技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具体细则按照《浙江科技学院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附：数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考核方式 备注 

0000013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6 2 1 考试 

0000013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2 考试 

00000111001 硕士英语 32 2 1 考试 

公

共

学

位

课 

00000111002 硕士英语口语 32 2 2 考试 

公共课必修 
（7 学分） 

01007013001 实分析 48 3 1 考试 

01007013002 抽象代数 48 3 1 考试 

01007013003 数据科学导论 48 3 1 考试 

01007013004 高等数理统计 48 3 2 考试 

00000102001 数值计算方法 32 2 2 考试 

学 
位 
课 学

科

类 
学

位

课 

01007011004          论文写作 16 1 2 考查 

专业课必修 
（15 学分） 

00000111005 二外德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6 二外德语（下） 32 2 2 考查 

 
 
 
 
 
 
 
 
 

 
 
 
 
 
公

共

选

修
00000111007 二外日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8 二外日语（下） 32 2 2 考查 

00000091001 论语导读 16 1 1 或 2 考查 

课 

00000091002 中国传统文化评析 16 1 1 考查 

01007013028 傅里叶分析 48 3 1 考查 

01007013005 调和分析方法 48 3 2 考查 

01007013030 偏微分方程引论 48 3 2 考查 

01007013018 非线性发展方程 48 3 3 考查 

方

向

一

学

科

选

修

课 
01007013019 偏微分方程的现代分析方法 48 3 3 考查 

01007012002 Hp 空间理论 32 2 1 考查 

01007013031 函数空间与算子理论 48 3 2 考查 

01007012010 单复分析 32 2 1 考查 

01007012011     多复变函数论基础 32 2 2 考查 

方

向

二

学

科

选

修

课 

01007013020 一维和高维几何函数论 48 3 3 考查 

01007013021 常微分方程定性与稳定性方法 48 3 1 考查 

01007013022 应用分支理论基础 48 3 2 考查 

方

向

三

学

科

选

修

课 

01007013023 非线性动力学与混沌 48 3 3 考查 

01007013009 图论 48 3 1 考查 

01007013029 图谱理论 48 3 2 考查 

方

向

四

学

科

选

修

课 
01007013024 矩阵分析 48 3 3 考查 

01007012012 现代统计方法与应用 32 2 2 考查 

 
 
 
 
 
 
 
 
 

非 
学 
位 
课 

方

向

五

学 01007013025 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 48 3 2 考查 

 
 
 
 
 
 
 
 
 
 
 

至少选修一门跨一级学科

的课程（包括公共选修课） 
 
 
 
 
 
 
 
 
 
 
 
 

与学位课学分之和≥31，
其中学科选修课不少于 9

学分。 
 
 
 
 
 
 
 
 
 
 
 
 
 



01007012013 金融风险理论 32 2 3 考查 
科

选

修

课 01007012014 时间序列分析与应用 32 2 3 考查 

01007013010 优化理论与方法 48 3 1 考查 

01007013026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48 3 2 考查 

方

向

六

学

科

选

修

课 01007013027 数字图像处理 48 3 2 考查 

01007011001 实践实习 6 周 1 1-5 考查 

必修环节 

01007011003 学术报告 
5 次以

上 
1 1-3 考查 

必修 
（2 学分） 

小计 3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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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大数据学院 

物理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0702 ）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研究生教育是为教学、科研和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培养高层

次人才，所培养的研究生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较

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能面向未来，开拓创新，不断跟踪和引领科

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培养目标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

德良好；诚实守信，勇于创新，做到能力、知识和人格三位一体全面发展，为国

家的建设服务。 

2、具备系统扎实的物理学科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现代物理实验技能

和基本诊断技术，解决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实际问题，了解物理的前沿领域和发展

动态，从事物理及其应用方面的科学研究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具有独立进行科

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和独立开展技术工作的能力。 

3、具有使用第一外国语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外文文献，

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并能够初步撰写外文科研论文，有一般的会

话能力。 

4、硕士学位论文要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工程实用价值。 

5、具有在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企业或管理部门从事相关或相近专业的教

学科研和工程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二、研究方向 
1. 理论物理: 

① 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中的基本理论； 

② 量子计量理论； 

③ 强关联体系理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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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子与分子物理: 

① 光与原子相互作用研究； 

② 原子与分子光谱； 

③ 冷原子物理. 

 

3. 凝聚态物理: 

① 新超导体； 

② 新能源材料； 

③ 量子开放系统； 

④ 耗散理论与非平衡统计. 

 

4. 光学 

①　量子光学； 

②　光学环境感知技术及应用； 

③　光学微纳加工技术； 

④　激光雷达及应用. 

 

三、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3 年，其中课程学习 1～1.5 年，参

加科研、撰写学位论文和论文答辩的时间为 1.5～2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攻读本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需获得学位课（必修课）22学分，非学位课（选

修课）8 学分，必修环节 2 学分，总学分 32 学分。具体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详

见附录一《物理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五、培养方式 

1. 硕士生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以课程学习、科研究新技术开发及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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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研究工作为主要方式。 

2. 研究生须在修满本学位点要求的 32学分外，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承担与

本专业相关的课题研究，并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后，方可申请答辩。 

3. 必修实践环节：主要包括科研实践实习、学术报告。以及毕业论文。 

具体要求按照《浙江科技学院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六、培养过程实施 

1.  个人培养计划制订 

研究生入学后三周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本学科培养方案和研究生

本人的具体情况确定研究方向与制订个人培养计划，经学位点和研究生管理部门

审定后实施。 

 

2.  文献选读和开题报告 

二级学院对研究生在进入研究生学位论文阶段前对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德、智、体进行综合考核。考核合格方可进入论文开题环节。文献选读和开

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内完成，具体按照《浙江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文献选读

与开题报告工作实施办法》执行。 

 

3.  学位论文攥写 

学位论文撰写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并严格遵守

学术规范。论文中的科学论点要概念清楚、论据充分；所选用的研究方法要有科

学根据，理论推导正确，计算结果无误，实验数据真实可靠，分析严谨；结论应

作理论上的阐述，引用他人的材料要引证原著。论文应有创新性成果。论文要求

语句精练通顺、条理分明、逻辑性强、文字图表清晰整齐，凡需保密的论文应注

明密级。 

学位论文格式具体参照浙江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格式要求与说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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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期考核 

各二级学院在研究生课程学习考核结束以及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之后，进入

学位论文写作的中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必修环节、科研能力和

论文进度等方面进行的一次全面综合考核。其目的是评价研究生入学以来的学习

成效，及时发现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

者，采取分流与淘汰方法，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中期考核具体按照《浙江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执行。 

 

5.  论文评阅、答辩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生至少需要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方可申请论文评阅和

答辩： 

(1) 以第一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导师）并以浙江科技学院为第一单位发

表(含录用)与其研究方向关联的 SCI期刊论文至少 1 篇； 

(2) 作为第一或第二发明人（第一发明人为导师）并以浙江科技学院为第一

专利权人单位，获授权的与其学科关联的发明专利至少 1 项； 

(3) 特殊情况未满足上述两点，需由学位点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并报学校核

准后，学生方能申请论文评阅和答辩。 

 

6． 学位授予 

硕士生通过全部硕士研究生课程考试，培养各环节和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可授予硕士学位。 

 

具体细则按照《浙江科技学院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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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0000013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 2 1 考试 

0000013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2 考试 

00000111001 硕士英语 32 2 1 考试 

公

共

课 

00000111002 硕士英语口语 32 2 2 考试 

必修 7 学分 

00000102001 数值计算方法 32 2 1 考试 

01007024001 高等量子力学 64 4 1 考试 

01007021004          论文写作 16 1 2 考查 

平台课 必修 7 学分 

01007023001 固体理论基础 48 3 2 考试 

01007023002 量子信息学 48 3 2 考试 

01007023003 凝聚态物理导论 48 3 2 考试 

01007023004 现代光学基础 48 3 2 考试 

01007022001 群论在物理学中的应用 32 2 1 考试 

01007023005 高等应用光学 48 3 2 考试 

学

位

课 学

科

类

学

位

课 

01007022002 高等激光物理 32 2 3 考试 

方向课 必修 8 学分 

00000111005 二外德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6 二外德语（下）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7 二外日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8 二外日语（下） 32 2 2 考查 

00000091001 论语导读 16 1 
1 或

2 
考查 

公

共

选

修

课 

00000091002 中国传统文化评析 16 1 1 考查 

01007023006 量子耗散理论 48 3 2 考查 

01007023007 量子多体理论 48 3 2 考查 

01007023008 量子输运理论 48 3 3 考查 

01007023009 高等统计物理 48 3 3 考查 

01007023010 超导物理 48 3 2 考查 

01007023011 纳米材料技术与应用 48 3 3 考查 

01007023012 光电材料与器件 48 3 2 考查 

01007023013 量子光学 48 3 2 考查 

01007023014 激光光谱学 48 3 3 考查 

01007023015 微纳光学 48 3 3 考查 

01007023016 材料光学特性（实验） 48 3 2 考查 

01007023017 物理学前沿 48 3 3 考查 

非

学

位

课 

学

科

选

修

课 

01007023018 凝聚态物理实验方法 48 3 3 考查 

 
至少选修一门跨一级学科

的课程（包括公共选修课） 
 
 
 
 

与学位课学分之和≥30，其
中学科选修课不少于 6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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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7021001 实践实习 
≥6

周 
1 1-5 

必修(教学实践与企业实习为主,由

指导老师确认) 

必修环

节 
01007021003 学术报告 

≥24

次 
1 1-5 

参加 5次以上校内公开举办的学术

活动（含各种学科竞赛和设计展览

等），其中主讲学术报告至少 1次，

须提交报告的书面材料 



理学院/大数据学院、经管学院 

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25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咨询和研究机构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统计

专门人才，具体目标如下：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

德良好；诚实守信，勇于创新，做到能力、知识和人格三位一体全面发展，为国

家的建设服务。 

2. 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熟悉本专业领域发展现状、趋势和研究前

沿。 

3. 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能用外语撰写学

术论文，具有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能力。 

4. 具有开展本专业相关科研工作的能力，能够独立从事某个具体专业领域

的应用统计工作。 

5. 硕士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工程实用价值。 

6. 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或管理部门从事相关或相近专业的教

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二、研究方向   

1.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2.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 经济与社会统计 

4. 统计计算与仿真 

5. 管理统计与经营管理决策 

三、学习年限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2.5~3 年，其中课程学习 1 年，参



加专业实践、科研、撰写学位论文和论文答辩的时间为 1.5 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5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研究生课程由学位课、非学位课和必修环节三部分组成，实行学分制，

学位课（必修课）不少于 20 学分，非学位课（专业方向课、案例实务课）不少

于 15 学分，必修环节 5 学分，总学分不少于 40 学分。 

具体课程设置附后。 

五、培养方式 

1. 每位研究生须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本人实际，

在入学后三周内，制订出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经导师审定后，报二级学

院和研究生院备案。 

2. 学位课程：教师讲授与学生自学相结合，学生独立完成习题。 

3. 选修课程：教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国内外研究

状况，了解最新研究动态。 

4. 第二学年开始开展专业实践。 

5. 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位论文选题，并制订研究计划和研究过程。 

六、实践环节 

本学科研究生的实践环节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 教学实践：安排 1-2 个学期的教学辅导工作，辅导一门课或讲授至少 18

个学时的本科专业课程，初步了解和掌握本科教学各环节。 

2. 学术活动：本学科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参加 5 次学术活动（学术

讲座，学术报告会，学术会议等），其中至少 1 次必须是校外学术活动，学术活

动结束后，由导师对其进行考评。 

3. 专业实践：专业实践可以在校外或校内开展，主要开展面向某个具体专

业领域的统计调查、数据分析、决策支持和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等工作。在校外

企事业单位完成的专业实践由校内校外双方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完成；在校内完成



专业实践，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结合具体科研项目开展。专业实践结束后，

应提交 8000 字以上的实践报告以及相关的技术资料。  

七、文献选读与开题报告 

二级学院对研究生在进入研究生学位论文阶段前对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及

德、智、体进行综合考核。考核合格方可进入论文开题环节。文献选读和开题报

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内完成，具体按照《浙江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文献选读与开

题报告工作实施办法》执行。 

八、学位论文与毕业考核 

1. 至毕业时，研究生须作为第一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导师）并以浙江

科技学院为第一单位在 SCI/SSCI/EI/CSSCI/CSCD/一级期刊（浙大版）/核心期刊

（浙大、北大）/《浙江科技学院学报》上发表（含录用）与其学位论文有关的

学术论文 1 篇及以上（刊物级别以论文投稿日期的最新版为准）；或作为第一或

第二发明人（第一发明人为导师）并以浙江科技学院为第一专利权人单位，获授

权与其学位论文有关的发明专利 1 项及以上；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中国研究生

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三等奖及以上；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 A 类省级/B 类国家级

（按照《浙江科技学院大学生科技竞赛管理办法（修订）》（浙科院教〔2018〕7

号））三等奖及以上；或与企事业单位签订与其学位论文有关的横向合同并产生

经济效益的工程/方案被企事业单位采用，并公开实施（具体实施细则另行制定）。 

2. 硕士研究生修满规定学分并经考核合格后，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学

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研究生本人按计划进度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应与实

际问题、实际数据和实际案例紧密结合，可采用与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相关的

调研报告、数据分析报告、应用统计方法的实证研究等形式。 

3. 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成绩合格并修

满规定的学分，达到答辩要求，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通过，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核批准，授予学位，同时获得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0000013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2+

4 2 1 考试 公共类

学位课 00000111001 硕士英语 32 2 1 考试 

必修 4

学分 

01002523001 多元统计分析 48 3 1 考试 
01002523002 应用时间序列 48 3 1 考试 
01002523003 探索性数据分析 48 3 2 考试 
01002523004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 48 3 1 考试 
01002523005 应用回归分析 48 3 2 考试 

学

位

课 

 

专业学

位课 
 

01002521002 论文写作 16 1 3 考查 

必修 16

学分 
 

01007013012 统计机器学习 48 3 1 考查 

01007013013 数据挖掘与应用 48 3 2 考查 

01007013010 优化理论与方法 48 3 1 考查 

01007012006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32 2 2 考查 

01002523007 机器学习算法 48 3 2 考查 

01007013016 大数据分布式计算 48 3 2 考查 

00308023002 面向对象方法与模式 48 3 1 考查 

00308023005 人工智能 48 3 2 考查 

00308023006 算法分析与设计 48 3 2 考查 

00308022010 现代计算机网络 32 2 1 考查 

00308022026 高级数据结构 32 2 1 考查 

00308022018 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32 2 2 考查 

 

大数据

分析与

应用 

00308022021 分布数据库原理与设计 32 2 2 考查 

01002523008 金融统计分析 48 3 1 考查 

01007013007 金融衍生产品 48 3 1 考查 

01002523010 金融随机分析 48 3 2 考查 

01002523011 资产投资理论与模型 48 3 3 考查 

01007012008 精算分析技术及应用 32 2 2 考查 

00802542014 金融风险评估与控制 32 2 2 考查 

金融统

计与风

险管理 

00802543005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48 3 1 考查 

01002523012 计量经济方法与应用 48 3 1 考查 

01002523013 综合评价方法与应用 48 3 2 考查 

01002523014 R 语言与统计计算 48 3 3 考查 

01002522001 社会调查与统计 32 2 2 考查 

01002521001 统计法概论 16 1 1 考查 

00802522001 统计预测与决策 32 2 2 考查 

经济与

社会统

计 

00802543002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48 3 1 考查 

非
学
位
课 

统计计 01002523015 统计建模与仿真 48 3 1 考查 

 

 

 

 

 

 

 

 

 

方向选

修课≥12

学分 

与学位

课学分

之和≥32 



 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为 36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为 32 学时、课外学

时为 4 学时。

01002523016 统计计算方法 48 3 2 考查 

01002523017 数值计算与仿真  48 3 3 考查 

01007013010 优化理论与方法 48 3 1 考查 

算与仿

真 

01002523018 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 48 3 2 考查 

00802522002 系统工程学 32 2 2 考查 

00802542009 信息经济学 32 2 1 考查 

00802522003 商务统计 32 2 2 考查 

00802522004 企业经营管理与数据分

析专题 32 2 1 考查 

00802523005 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计

量经济分析 48 3 2 考查 

管理统

计与经

营管理

决策 

00802523006 数据、决策与模型 48 3 1 考查 

案例实

务课 
01002523019 统计实务与案例分析 48 3 2 考查 

必修 3
学分 

01002524001 实践实习 
半

年 
4 3-4 考查 

必修 
环节 

01002521002 学术报告 
5 次

以

上 
1 1-3 考查 

必修 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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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20 级） 

（专业代码：0855） 

一、培养目标 

本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机械相关领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

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目标如下：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诚实守信，

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和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身心健康，勇于创新，做到知识、能力和人格三位一体全面发展，为国家的建设

服务。 

2. 掌握与机械相关的设计、制造、控制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本领域的技术现状

和发展趋势。 

3. 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能用外语撰写学术论文，具有用外语

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4. 具有独立担负本行业领域工程规划设计、工程研究开发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专门技术工作的

能力，熟悉本行业领域规范，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5. 学位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工程实用价值。 

二、研究方向 

1.机械工程: 

①智能设计与制造 

②智慧工厂 

③清洁能源装备 

2.车辆工程： 

①新能源汽车 

②汽车电子技术 

③汽车零部件制造与检测 

3.控制工程: 

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 

②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应用 

③工业人工智能 

④精密机械光学技术 

4.农业工程: 

①农业生物质的资源化利用技术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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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设施农业环境工程 

③生物质新材料与纸基新材料 

④农业环境污染生态修复技术及装备 

5.生物医学工程: 

①生物医学仪器  

②生物材料和组织工程 

③生物医学信息与系统生物学 

6.工业设计工程: 

①产品创新与整合设计 

②用户研究与交互设计 

三、学习方式及修业年限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其中全日制学习方式的基本修业

年限为 2.5年，非全日制学习方式的修业年限应适当延长。最低修业年限为 2年，最长修学年限为 5

年。 

四、培养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同等

重要。 

1. 每位研究生须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个人实际，在入学后 3周内，制

订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经导师审定后，报二级学院和研究生院备案，并严格执行。 

2. 课程学习须按照培养计划严格执行，其中主要课程在校内集中学习，如有校企联合课程、案

例课程等可在校内或企业开展。 

3. 专业实践：详见第六条第 2点。 

4. 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位论文选题、开题，并制订研究计划和研究过程。选题应来源

于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时间不少

于 1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研究生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和必修环节三部分组成，实行学分制，必修课（公共学位课、

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17 学分，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不少于 10 学分，必修环节 7 学

分，总学分不少于 34学分。 

1. 必修课程：教师讲授、讨论与学生自学相结合，学生独立完成习题。 

2. 选修课程：教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国内外研究状况，了解最新研究

动态。 

3. 必修环节：详见第六条必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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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课程设置见附件。 

六、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由学术活动和专业实践两部分组成。 

1. 学术活动：在读期间必须参加不少于 5次校内外公开举办的学术活动（含学术会议、研讨会、

专题讲座、学科竞赛和设计展览等)，并提交总结报告，学术活动结束后，由导师对其进行考评。未

通过者，不得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2. 专业实践：第二学年进行专业实践，具有 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

不少于 6 个月，不具有 2 年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 年，非全日制研究生专

业实践可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任务开展。实践环节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专业实

践由校内校外双方指导教师共同指导，主要开展面向专业领域相关的工程实践。专业实践结束后，

应提交实践报告以及相关的技术资料。 

七、学位论文与毕业考核 

1. 达到学校学位授予的要求。在攻读专业硕士学位期间，须作为第一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

导师）并以浙江科技学院为第一单位在 SCI/SSCI/EI/CSSCI/CSCD/一级期刊（浙大版）/核心期刊

（浙大、北大）/《浙江科技学院学报》上发表（含录用）与其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 1篇及以上

（刊物级别以论文投稿日期的最新版为准）；或作为第一或第二发明人（第一发明人为导师）并以

浙江科技学院为第一专利权人单位，获授权与其学位论文有关的发明专利 1 项及以上；或作为第一

完成人获得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 三等奖及以上;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 A 类省级/B 类国家

级 (按《浙江科技学院大学生科技竞赛管理办法(修订)》(浙 科院教〔2018〕7 号))三等奖及以上；

或与企业签订与其学位论文有关的合同并产生经济效益的工程或方案被企事业单位采用，并公开实

施。 

2. 研究生修满学分并经考核合格后，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学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

生本人按计划进度独立完成。论文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具备相应的技

术要求和较充足的工作量，能够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

能力，具有先进性、实用性。论文可以采用产品研发、工程规划设计、工程研究开发、工程管理等

多种形式。 

3. 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成绩合格并修满规定的学分，通过

论文答辩，准予毕业。 

4. 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要 求按照《浙江科技学院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浙科院研 〔2012〕7 

号)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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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机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各方向的课程设置 

 

附件 1 

机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机械工程、车辆工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0000013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2+4 2 1 考试 

00108022080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16 1 2 考查 
00000011001 工程伦理学 16 1 2 考查 
0000013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2 1 2 考试 

公 
共

学 
位 
课 

00000111001 硕士英语 32 2 1 考试 

 
必修 7 学 

分 

00108022011 工程设计学 32 2 1 考试 

00108552001 先进制造技术 32 2 2 考试 

00108022002 机电控制工程 32 2 2 考试 

00108022079 复杂系统数值理论 32 2 1 考试 
00108022060 工程材料学 32 2 1 考试 
00108022072 智能制造技术 32 2 2 考试 
00108022073 智慧工厂概论 32 2 2 考试 
00108022017 车辆动力学 32 2 2 考试 
00108022074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1 考试 
00108552006 新能源汽车技术 32 2 1 考试 

必

修

课 
 

专

专

业

学

位

课 

00108022075 现代电动汽车技术 32 2 1 考试 

必修 10 学 
分 
 

00108022093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32 2 1 考查 
00108022005 物流机械与装备 32 2 1 考查 
00108022092 机器视觉与图像识别 32 2 1 考查 
00108022014 机械振动 32 2 1 考试 
00108022094 工业机器人技术 32 2 2 考查 
00108552007 车辆工程材料 32 2 1 考查 
00108552008 汽车可靠性设计 32 2 2 考查 
00108022095 车联网与智能交通系统 32 2 2 考查 
00108552009 车辆测试技术 32 2 2 考试 
00108552010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32 2 1 考试 
00108022098 混合动力汽车技术 32 2 2 考查 
00108022019 高等燃烧学 32 2 1 考试 
00108022049 燃料电池技术 32 2 2 考查 
00108022091 微纳传热学 32 2 2 考查 
00108552011 企业课程 32 2 1-2 考查 

00108022089 软件开发基础及

Python 程序设计 32 2 1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00108022045 项目管理学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2 硕士英语口语 32 2 2 考试 

选
修
课 

公

共

选
00108022071 科技英语 32 2 2 考查 

 
选修≥10 学

分,与必修

课学分之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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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111005 二外德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6 二外德语下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7 二外日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8 二外日语下 32 2 2 考查 

修 
课 

00000131003 知识产权 16 1 1 考查 

00108551014 学术活动 5 次 1 1—5 考查  
必修环

节 00108556015 专业实践 6 个月

或 1 年 
6 3—5 考查  

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按照中宣部、教育部有关文件执行，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为 36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为 32 学时、课外学时 4 学时；《自然辩证法概论》为 18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 16 学

时、课外学时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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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机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控制工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核方

式 备注 

0000013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32+4 2 1 考试 

00108022080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16 1 2 考查 
00000011001 工程伦理学 16 1 2 考查 
0000013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2 1 2 考试 

公 
共

学 
位 
课 

课 00000111001 硕士英语 32 2 1 考试 

必修 7 学

分 

00208023001 线性系统理论 48 3 1 考试 
00208022002 模式识别 32 2 2 考试 
00208022003 人工智能概论 32 2 1 考试 
00208552001 机器学习 32 2 2 考试 
00208552002 智能控制基础 32 2 1 考试 
00208552003 电气控制技术 32 2 1 考试 
00208022005 最优控制 32 2 2 考试 
00208552004 嵌入式系统 32 2 1 考试 
00208022006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32 2 2 考试 
00208022007 工业机器人控制 32 2 2 考试 
00308021025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2 考查 
00308023002 面向对象方法与模式 48 3 1 考试 
00308023003 数据挖掘及应用 48 3 1 考试 
00308553001 人工智能 48 3 2 考试 
00308023006 算法分析与设计 48 3 2 考试 

00308023004 数字图像处理与机器

视觉 48 3 1 考试 

00308022009 现代信号处理 32 2 1 考试 

专

专

业

学

位

课 

00308022026 高级数据结构 32 2 1 考试 

必修 10 学 
分 

 

00208022008 光电检测技术 32 2 1 考查 
00208022010 智能电网技术 32 2 2 考查 
00208022012 数字图像处理 32 2 1 考查 

00208022014 系统建模与计算机仿

真 32 2 1 考查 

00208022015 自动化前沿 32 2 1 考查 
00208022016 现场总线技术 32 2 2 考查 
00208022017 智能计算与应用 32 2 2 考查 
00208022018 复杂网络建模与分析 32 2 2 考查 
00208552005 Matlab 控制系统仿真 32 2 2 考查 

00208022011 微机电系统原理与设

计 32 2 1 考查 

00308022010 现代计算机网络 32 2 1 考查 
00308553002 现代通信理论与技术 32 2 2 考查 

00308022021 分布数据库原理与设

计 32 2 2 考查 

 

专

专

业

选

修

课 

00308022022 光电信息处理与通信 32 2 1 考查 

选修≥10
学分,与必

修课学分

之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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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8022024 Linux 操作系统及应用 32 2 2 考查 
00308022027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32 2 1 考查 
00308022028 数据可视化 32 2 2 考查 
00308022012 神经网络与机器学习 32 2 1 考查 
00308022017 信息安全技术 32 2 2 考查 

00308022029 
自然语言处理与语音

识别 
32 2 2 考查 

00308022030 Python 程序设计 32 2 1 考查 
011 高等应用光学 48 3 2 考试 
022 光电材料与器件 48 3 2 考查 
033 激光光谱学 48 3 3 考查 
044 微纳光学设计 48 3 3 考查 
01008553005 激光技术与制造 48 3 3 考查 

01008553006 
光电子器件设计和制

造 
48 3 3 考查 

00000111002 硕士英语口语 32 2 2 考试 
00108022071 科技英语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5 二外德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6 二外德语下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7 二外日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8 二外日语下 32 2 2 考查 

 

公

共

选

修 
课 

课 
00000131003 知识产权 16 1 1 考查 
00108551014 学术活动 5 次 1 1—5 考查 

必 修 环

节 
00108556015 专业实践 6 个

月或

1 年 

6 3—5 考查  

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按照中宣部、教育部有关文件执行，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为 36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为 32 学时、课外学时 4 学时；《自然辩证法概论》为 18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 16 学

时、课外学时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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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机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工业设计工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0000013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2+4 2 1 考试 

00108022080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16 1 2 考查 
00000011001 工程伦理学 16 1 2 考查 
0000013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2 1 2 考试 

公 
共

学 
位 
课 

00000111001 硕士英语 32 2 1 考试 

 
必修 7 学 

分 

00708553001 创新思维与实践 48 3 2 考查 
00708553002 设计形态研究 48 3 1 考查 
00708552003 设计调研 32 2 1 考查 

必

修

课 
 专

业

学

位

课 00708552004 感性工学研究与应用 32 2 2 考查 

必修 10 学 
分 
 

00708552005 设计美学 32 2 1 考查 
00708552006 文化构成 32 2 1 考查 
00708552007 信息产品设计与实践 32 2 1 考查 
00708552008 设计趋势研究 32 2 1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00708552009 心理与行为与设计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2 硕士英语口语 32 2 2 考试 
00108022071 科技英语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5 二外德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6 二外德语下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7 二外日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8 二外日语下 32 2 2 考查 

选
修
课 公

共

选

修 
课 

00000131003 知识产权 16 1 1 考查 

 
选修≥10 学

分,与必修

课学分之和
≥27 

 
 

00108551014 学术活动 5 次 1 1—5 考查  
必修环

节 00108556015 专业实践 6 个月

或 1 年 
6 3—5 考查  

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按照中宣部、教育部有关文件执行，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为 36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为 32 学时、课外学时 4 学时；《自然辩证法概论》为 18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 16 学

时、课外学时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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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机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生物医学工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0000013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2+4 2 1 考试 

00108022080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16 1 2 考查 
00000011001 工程伦理学 16 1 2 考查 
0000013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2 1 2 考试 

公 
共

学 
位 
课 

00000111001 硕士英语 32 2 1 考试 

 
必修 7 学 

分 

00108022011 工程设计学 32 2 1 考试 
00108552001 先进制造技术 32 2 1 考试 
00108022002 机电控制工程 32 2 2 考试 
00108022079 复杂系统数值理论 32 2 1 考试 
00508552001 生物医学导论 32 2 1 考试 
00508172010 现代仪器分析与技术 32 2 2 考查 
00508172017 生物信息学 32 2 1 考查 
00508552002 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 32 2 1 考查 

必

修

课 
 

专

专

业

学

位

课 

00508552003 医学大数据 32 2 2 考查 

必修 10 学 
分 
 

00508172025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32 2 1 考查 
00108022093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32 2 1 考查 
00508172023 纳米材料与技术 32 2 2 考查 
00508172024 有机合成选论 32 2 2 考查 
00508172011 现代发酵工程 32 2 1 考查 
00508172022 天然产物化学 32 2 2 考查 
00508172018 基因工程选论 32 2 1 考查 
00508172026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32 2 1 考查 
00108022045 项目管理学 32 2 2 考查 
00108022060 工程材料学 32 2 1 考试 
00508172027 网络生物医学信息的获

取与应用 
32 2 2 考查 

00108022092 机器视觉与图像识别 32 2 2 考查 
00208022008 光电检测技术 32 2 1 考查 
00308022024 Linux 操作系统及应用 32 2 2 考查 
00308022012 神经网络与机器学习 32 2 1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00108022089 软件开发基础及

Python 程序设计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2 硕士英语口语 32 2 2 考试 

00108022071 科技英语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5 二外德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6 二外德语下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7 二外日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8 二外日语下 32 2 2 考查 

选
修
课 

公

共

选

修 
课 

00000131003 知识产权 16 1 1 考查 

 
选修≥10 学

分,与必修

课学分之和

≥27（项目

管理学为限

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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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8551014 学术活动 5 次 1 1—5 考查  
必修环

节 00108556015 专业实践 6 个月

或 1 年 
6 3—5 考查  

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按照中宣部、教育部有关文件执行，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为 36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为 32 学时、课外学时 4 学时；《自然辩证法概论》为 18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 16 学

时、课外学时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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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机械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农业工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0000013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2+4 2 1 考试 

00108022080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16 1 2 考查 
00000011001 工程伦理学 16 1 2 考查 
0000013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2 1 2 考试 

公 
共

学 
位 
课 

00000111001 硕士英语 32 2 1 考试 

 
必修 7 学 

分 

00108022011 工程设计学 32 2 1 考试 

00108552001 先进制造技术 32 2 2 考试 

00108022002 机电控制工程 32 2 2 考试 

00108022079 复杂系统数值理论 32 2 1 考试 

00508172009 生物质资源利用选论 32 2 1 考试 

00508552004 天然产物加工技术与装

备 
32 2 2 考试 

00508552005 功能材料 32 2 2 考查 
00508172001 现代分离工程选论 32 2 1 考试 
00608552001 植物资源化学 32 2 1 考试 
00608552002 生物质化工与材料 32 2 2 考试 
00608552003 造纸化学与技术 32 2 2 考试 
00608552004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 
32 2 2 考试 

必

修

课 
 

专

专

业

学

位

课 

00608552005 
环境微生物 

32 2 2 考试 

必修 10 学 
分 
 

00508172010 现代仪器分析与技术 32 2 2 考查 
00508172025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32 2 1 考查 
00508552006 生物学导论 32 2 1 考试 
00508172017 生物信息学 32 2 1 考查 
00108022093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32 2 1 考查 
00508172011 现代发酵工程 32 2 1 考查 
00508172022 天然产物化学 32 2 2 考查 
00508172018 基因工程选论 32 2 1 考查 
00508172021 农产品干燥新技术 32 2 2 考查 
00108022045 项目管理学 32 2 2 考查 
00208022008 光电检测技术 32 2 1 考查 
00308022012 神经网络与机器学习 32 2 1 考查 
00108022089 软 件 开 发 基 础 及

Python 程序设计 
32 2 1 考查 

00608552006 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

技术 32 2 2 考查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00608552007 加工纸与特种纸 32 2 2 考查 

 
选修≥10 学

分,与必修

课学分之和

≥27（项目

管理学为限

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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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8552008 清洁化生产与污染控制

工程 32 2 2 考查 

00608552009 农业水土资源利用与生

态修复 32 2 2 考查 

00608552010 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评

价 32 2 2 考查 

00608552011 环境监测与控制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2 硕士英语口语 32 2 2 考试 

00108022071 科技英语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5 二外德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6 二外德语下 32 2 2 考查 

00000111007 二外日语上 32 2 1 考查 
00000111008 二外日语下 32 2 2 考查 

公

共

选

修 
课 

00000131003 知识产权 16 1 1 考查 

00108551014 学术活动 5 次 1 1—5 考查  
必修环

节 00108556015 专业实践 6 个月

或 1 年 
6 3—5 考查  

 
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按照中宣部、教育部有关文件执行，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为 36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为 32 学时、课外学时 4 学时；《自然辩证法概论》为 18 学时，其中课内学时 16 学

时、课外学时 2 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