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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本学科“应用数学”2009 年获批浙江省第五批重点学科，“基础数学”2012

年获批浙江省“十二五”重点学科，“数学”一级学科 2015 年获批浙江省“十

三五”一流学科。2016 年以自设二级学科开始硕士研究生培养；2018 年新增数

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带头人为陶祥兴教授；2019 年数学一级学科硕士

研究生首届招生。

2019 年，学位点参与建设的“信息与计算科学”获批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

与法国塞吉巴黎大学合作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首届招生。

数学学科现设有本科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国外来华留学生专业“统计与

金融精算”等。学位点数学与统计系教工党支部获“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和“浙江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数学专业知识扎实、科研能力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

够从事数学及相关领域的教科研工作的人才。培养具有服务国家的社会责任感；

具备求真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良好的学术道德与务实的工作态度，

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钻研精神；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掌握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熟悉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新动向，能运用数学知识相

关学科领域中的数学问题；具备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从事与数学相关的教学、

科研或管理工作的能力。

二、培养方向

培养方向涵盖 5 个数学二级学科及数据科学与工程 1 个交叉学科。

1.基础数学(070101)：包含现代调和分析、偏微分方程、复分析与算子理

论、代数与几何等方向领域。

2.计算数学(070102)：包含数值计算、量子计算、工程计算与仿真等方向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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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070103)：包含统计分析、随机过程应用、保险精算

与统计、金融数学与金融统计等方向领域。

4.应用数学(070104)：包含应用调和分析与压缩感知、常微分方程与动力

系统、数学物理方程、信息处理等方向领域。

5.运筹学与控制论(070105)：包含图论、优化理论、复杂网络等方向领域。

6.数据科学与工程(0701Z1)：包含大数据处理、机器学习、数据挖掘、人工

智能等方向领域。

培养方向既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又紧扣浙江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人才需求。

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文件中关于数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要求至少具有 3 个学科方向的指标。

三、学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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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内容应

较为系统、完整，能体现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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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分），

通过论文答辩，准予毕业。

第二部分 人才培养

一、思政教育

学位点将《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纳入研究生公共学位课程。同时，学位点专业教师按

照学校“课程思政”内容全覆盖的要求，积极将“课程思政”内容覆盖

到日常全部专业课教学中。学位点配有专职辅导员、研究生教学秘书、

研究生助管，在思政、党建、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提供完善的服

务和保障。学位点目前拥有硕士学生党员 11 名，其中正式党员 9 名，预

备党员 2 名，新增入党积极分子 2 名。研究生党支部严格按照新时代基

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要求，着力加强支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扎实开展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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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教育，全体党员能够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党支部每月均按时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同时根据每

次专题的学习内容上传《学思集》资料，方便大家下载学习。通过深入

学习“两会”精神，我党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增长低迷的挑战下，

坚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决心和毅力，使大家深受

感召和鼓舞。另外，支部也以多种形式组织学习了关于问计“十四五”

系列座谈会讲话精神、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精神专题、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等相关内容。

二、研究生主要课程开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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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分为公共类学位课、学科类学位平台课、学科类学位

方向课、公共选修课、学科选修课。本年度开设公共类学位课 4 门、学

科类学位课 6 门、公共选修课 6 门、学科选修课 20 余门。专业课主讲教

师中有 21 人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 8 位，占比约 35%，副教授 8 位，

占比约 35%。

为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学位点鼓励任课教师积极申报教育教学改革

及课程建设项目，积极推动教学质量持续提升。2020 年，学位点老师成

功申报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教育项目、省混合式一流课程（2 项）、

省“互联网+教学”示范课堂、浙江省高等学校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

通过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开展，推动研究生教学方法改革，拓宽了教

学资源。通过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开展，推动研究生教学方法改革，

拓宽了教学资源。学校制定了《浙江科技学院研究生培养督导工作规定

（试行）》（浙科院研〔2015〕18 号），组建研究生教学督导组，对研

究生的教学进行常态化督查，保证学位点的教学质量。

三、导师责任制落实、培训情况

完善的导师选聘、培训以及考核制度。学校制定有《浙江科技学院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及认定办法》（浙科院研〔2017〕2 号）和《浙

江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管理暂行规定》（浙科院研〔2018〕3 号），

严格执行“坚持标准，公正合理”的原则，规范遴选研究生指导教师。

2020 年，数学硕士学位点新增校内硕导 2 人。



5

为加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确保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根据学校制定的《浙江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条件的规定》

（浙科院研〔2017〕3 号）精神，学院组织教师对上述文件进行了学习，

同时严格按照要求对本年度预招研究生的导师实行审核。

另外，按照学校的部署安排，学位点组织研究生导师认真学习了《研

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要求各位导师立德修身、严谨治学、潜心育人，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出

贡献。对违反准则的导师，学校会依照《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

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教师〔2018〕17 号），采取约谈、限招、停招

直至取消导师资格等处理措施；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一经查实，

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涉嫌违法犯罪的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工作，采取多项措施扎实推进研究生科

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结合新生入学教育和新生学涯规划系列导学讲

座，邀请学院领导和学科带头人，为新生上好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开学

第一课，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做为专业第一讲，开展好新生入学后的科

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组织学科组导师以专业方向为单位，开展

学术道德规范专题培训，引导学生明确本学科的学术要求和规范，掌握

学术研究工作规范，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以班会的形式开展“诚信

教育主题班会”，为同学们讲解《刑法修正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等文件中有关诚信和学术规范的部分，为同学们将来开展科学

研究提供了底线思维。注重发挥研究生学生干部、研究生党员的模范带

头作用，对研究生党员和干部召开专门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座谈会，切

实发挥他们对学术道德规范的宣传和示范作用。

两位同学获得了 2020 年度浙江科技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立项，

均为重点项目。

五、奖助学金情况

为进一步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钻研，积极进取，促进研究生

教育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研究生奖助体系日趋完善，奖助类别涉

及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卓越学子奖学金、研究生单项奖学

金、荣誉称号（三好学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研究生、卓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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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新生奖学金、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赴国（境）外短期交流

项目资助、国家助学金、“三助”岗位、困难补助等，实现了从招生到

毕业全过程的奖助全覆盖。2020 年度，数学专业奖学金总金额 206000 元，

资助学生数 24 人。

六、人才培养质量保证情况

1.培养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学科点不断健全研究生培养质量管理制度，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和

机制，营 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学校不断通过

制度文件的修订完善，不断健全研究生培养环节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形成科学完善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在培养过程中发现研究生培养存

在的问题，使品学兼优的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使绝大多数研究生

毕业时能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规定的要求，对少数不宜

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者尽早做出妥善处理，分流淘汰。

2.指导教师质量管控

为加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确保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根据学校制定的《浙江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条件的规定（修

订）》（浙科院研〔2017〕３号）精神，学院结合自身学科特点学习，

严格按照要求对本年度预招研究生的导师实行审核。另外，按照学校的

部署安排，学位点组织研究生导师认真学习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

则》，明确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要求各位导师立德

修身、严谨治学、潜心育人，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对违反准则

的导师，学校会依照《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

见》（教师〔2018〕17 号），采取约谈、限招、停招直至取消导师资格

等处理措施；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一经查实，坚决清除出教师队

伍；涉嫌违法犯罪的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构建三级督导体系

学校构建三级督导体系，健全多元考核、质量评价制定相关工作条

例，构建学校、 学院、学科点三级教学督导体系。建立健全学科负责人、

督导听课，同行磨课制度。建立考试、论文、调研报告等多元考核评价

制度，健全预答辩与盲评等质量评价制度。通过明确的分工体系，切实

推进和落实研究生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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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服务支撑情况

本学位点具有完备的组织保障体系和管理服务系统。院长分管学位

点日常事务及研究生教学，党委副书记分管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设有学科办主任、教务员、专职辅导员、导师助理，分别在一线负

责学科建设、教学、思政与日常管理工作。在研究生权益保障方面，以

学生手册为基础，修订完善了综合测评条例、研究生培养计划以及各类

教辅方案，从教学、科研、生活、安全、就业、奖助、评优等方面，全

面保障研究生的各项权益。截至 12 月，满意度问卷调查表明学院研究生

对研究生培养及条件、专业课程体系、培养环节管理执行情况、导师的

指导活动、学习科研环境、就业指导以及党团建设满意度较高。

本学位点建有非线性数学研究中心、应用数学研究所等校级及以上

研究机构，建有科学计算中心、数学实验中心、数据科学与工程实验室、

大数据产业学院、教育部百校工程大数据应用创新基地等实验平台。依

托学校图书馆，拥有论文资料检索库 20 个，其中外文数据库为 16 个，

占比 80%；中文资料检索库 4 个，占比 20%。与数学学科相关的重要数据

库如 MathSciNet 和 Springer 等都已购买，这为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学

习提供了有力支撑。

八、招生和就业情况

2020 年计划招收数学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8 人，调剂阶段参加复

试 15 人，录取 16 人，录取比例为 100%。16 人报到入学，报到率 100%，

入学后转专业 0 人。

在研究生招生过程中，本学位点积极宣传。校内通过本科毕业生辅

导员进行相关政策的宣讲，校外通过研究生导师，进行研究生生源的挖

掘。同时为了保障生源质量，本学位点在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中坚持科

学选拔、确保生源质量；坚持公平公正、透明公开；坚持全面考核，客

观评价，全程进行录音录像。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90 分钟）、外

语面试（15 分钟）、综合面试（20 分钟）。同时要求考生进行体检和心

理测评。

九、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的代表作，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培养全过程的概括

与总结，是培养研究生的重要环节。学校制定有《浙江科技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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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格式的统一要求(试行)》，对研究生论文的撰写格式做出了明

确要求，从而保证了研究生论文格式质量。另学校还制定了《浙江科技

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工作暂行规定》（浙科院研〔2014〕1 号），

加强对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工作的管理，规范学位论文评阅

和答辩工作，保证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质量。此外，学位点和导师

组全力配合学校做好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进展督促和质量把关工作，

突出资格考试、选题报告、中期检查、年度进展报告等培养环节。明确

研究生本人是学位论文的第一责任人，在学术研究和论文撰写中应恪守

学术道德和规范，明确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研究生

课程学习、专业实践、论文选题、研究攻关、成果总结、论文写作和发

表等培养环节中加强全过程指导。毕业答辩委员会委员应全面考查研究

生的理论基础、专门知识、研究能力、成果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

第三部分 师资队伍

一、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学位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学习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把师德师风建设

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师德宣传制度化、常态化。

考核：严格遵守《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等

文件要求，将师德考核与年度考核挂钩，在教师职务评审、岗位聘用、评优等环

节实行一票否决。

监督：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组织模范教师分享会，用榜样进行监督，

学位点有全国师德先进个人 1人，浙江省师德先进个人 5人，浙江省高校“三育

人”先进个人 5人，科大卓越教学奖 1人。

奖励：同等条件下对于师德表现突出者，在教师职务职称晋升和岗位聘用等

环节优先考虑。

二、专任教师数量及结构

现有专任教师 55 人，其中教授 11 名，副教授 15 人，高级工程师 1

人，高级职称共 27 人，约占 49.1%；博士 43 人，约占 78.2%；45 岁以下

38 人，约占 69.1%，全部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35 岁以下 18 人，约占



9

32.7%，全部拥有博士学位。55 人中有博士生导师 3 名，硕士生导师 19

人，省 151 人才第一层次 1 人，省高校“钱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省

高校领军计划青优人才 1 人，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 人，校青年英才 3

人。2020 年新晋教授 2 名、副教授 4 人。

第四部分 科学研究

一、教师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本年度发表核心论文 55 篇，其中 SCI 论文 41 篇，SSCI 论文 1 篇，

EI 论文 2 篇，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2 篇，中文核心期刊 9 篇。代表性论

文如下。

表 1 2020 年标志性研究论文

序
号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第一
作者

1 On a k-Fold Beta Integral Formula The Journal of Geometric
Analysis 吴迪

2
Expansion of gas by turning a sharp corner into
vacuum for 2-D pseudo-steady compressible

magnetohydrodynamics system

Nonlinear Analysis:
RealWorld Applications 陈建军

3
On refinement of the coefficient inequalities for a
subclass of quasi-convex mappings in several

complex variables
Acta Mathematica Scientia 徐庆华

4
Z_N graded discrete integrable systems and

Darboux transformations

Journal of Physics
A-Mathematical and

Theoretical
施英

5
The Tangential k-Cauchy–Fueter Operator and
k-CF Functions Over the Heisenberg Group

Advances in Applied Clifford
Algebras 施云

6
A sparse domination for the Marcinkiewicz
integral with rough kernel and applications Publ. Math. Debrecen 陶祥兴

7
Continuity of Hardy-Littlewood Maximal

Function

Acta Mathematicae
Applicatae Sinica-English

Series
吴迪

8
Critical regularity criteria for Navier-Stokes

equations in terms of one directional derivative
of the velocity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the
Applied Sciences 陈辉

9
Constructions of locally distinguishable sets of
maximally entangled states which require

two-way LOCC

Journal of Physics A:
Mathematical and Theoretical 原江涛

10
The bound-state soliton solutions of the complex

modified KdV equation Inverse Problems 张永帅

11
The boundedness of Calderón-Zygmund

operators on Lipschitz spaces over spaces of
homogeneous type

Bulletin of the Brazilian
Mathematical Society, New

Series
郑涛涛

12
On the rarefaction waves of the two-dimensional

compressible Euler equations for
Journal of Hyperbolic
Differential Equations 陈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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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ohydrodynamics

13 On the normalized Laplacian spectral radii of a
graph and its line graph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孙少伟

14 A conjecture on the spectral radius of graphs 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 孙少伟

15
Some new examples of links with the same

polynomials
Journal of Knot Theory and

Its Ramifications 陶志雄

16

Semi-analytical solu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thermoviscoelastic behaviors for a fiber metal

laminated plate subjected to laser shock
processing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高宁华

17
Spot Evasion Attacks: Adversarial Examples for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Systems with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omputers & Security 钱亚冠

18
Dichotomy between a generalized Lyness

difference equation with period-two coefficients
and its perturbation

Applied Mathematics Letters 李先义

19

Spatiotemporal pattern formation and selection
induced by nonlinear cross-diffusion in a

toxic-phytoplankton-zooplankton model with
Allee effect

Nonlinear analysis: Real
World Applications 韩仁基

20
Global existence of smooth solutions for wave

maps in de Sitter spacetime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楼琼

二、纵向、横向到校科研经费情况

2020 年全年已到校横向科研经费 216.4 万元，纵向科研经费 281.47

万元。新增国家级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主要项目有：陶祥兴《Banach

型函数空间中若干调和分析问题的研究及应用》；吴迪《积分不等式的

离散化：最佳常数和极值函数问题》；钱亚冠主持的《基于机器学习的

太阳风暴识别与预警研究》；王海军《Lorenz 混沌族的若干新型动力学

的研究》等。

三、学术论坛

学术论坛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研究生科研

学习的重要手段。为了拓宽数学专业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激发他们的兴

趣和积极探索精神，本学位点长期坚持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院做学术

报告，努力营造沉浸式的学术氛围。“和山数学论坛”是我们学术活动

的主要阵地，其中“和山数学论坛”目前已成为我校的品牌学术论坛之

一，成立至今已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院做学术报告已达 250 余次，其

中不乏有院士、长江学者、省级知名专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高校领导和学科骨干（校长、院长、学科带头人）以及其他知名学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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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专业特色，学院今年增设了“科·大数据论坛”，满足学生

的不同需求。2020 年，正值浙江科技学院 40 周年校庆，学院特设“学术

理学”系列报告，我们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做的报告累计 24 次。

四、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老师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主办了 4 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2020 年 11 月 7 日-8 日，现代分析及应用国际会议；2020 年 12 月 12 日

-13 日，2020 杭州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国际论坛；2020 年 12 月 4 日-7

日，第六届全国全纯函数空间理论学术会议；2020 年 12 月 18 日-20 日，

2020 调和分析及应用国际会议。

五、教师获得的国内外重要奖项

学位点沈建伟老师高等数学 A 获浙江省本科院校“互联网+教学” 示

范课堂，殷炜栋老师微积分(工商业用)/Business Calculus 获浙江省本

科院校“互联网+教学” 优秀案例特等奖，胡月老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尹淦老师常微分方程获批省混合式一流课程；陶祥兴老师获批中国-罗马

尼亚数学与数据科学高层次人才合作培养项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

联合教育项目，浙江科技学院中法深度合作大数据与业人才培养体系的

创新和实践，浙江省高等学校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

第五部分 社会服务

学位点把政治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结合数学学科特色和

专业优势，大力开展研究生志愿服务活动。在疫情防控期间，学院开设

了“科普助力，携手抗疫”的云科普小课堂等。组织志愿者们成为“西

子义警”，配合岳庙派出所的民警开展全覆盖反诈宣传活动，通过分发

反诈宣传册、下载反诈 APP 等方式，全面掀起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反

诈骗宣传氛围。此外，组织参加杭州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启

用仪式志愿服务活动。特别地，部分同学参与了杭州亚运会的志愿服务

工作。另外，学位点以“做人实在、做事实干、做学问实用”的“三实”

文化为核心理念，以数学人的“价值观”“人才培养观”“学科和文化

建设观”的“三观”为基本内容，以“科学”“人文”“和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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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面为实施路径，倡导师生科学精神，培植师生人文素养，孕育师生

和谐心灵，激发师生创新思维的文化理念。

第六部分 存在问题及 2021 年度建设计划

一、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缺少国家级重点重大类项目，获取国家重点重大项目等能力还不足。

2.领军人才以及国家“四青”人才相对缺乏。

学位点在引进领军人才以及国家“四青”人才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本校

还不是博士学位授权点，无法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在“十四五”期间，需要加

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建设。

3.高质量论文还较缺乏、学科交叉不充分。

学术论文数目在近几年有较大突破，论文质量相较过往也有所提升，但在数

学学科方面还存在应用交叉性方面的短板，高影响力的论文相对比例较低。

二、2021 年度建设工作计划

1.提升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目前，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问题的原创性、标志性成果少，在

国家、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介入度和贡献率需进一步提升。数

学研究，特别是应用数学研究，尽量将理论、应用研究与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积极申报、参与国家及区域相关应用型项目，提

升参与度，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2.进一步拓展研究生学术交流渠道。

研究生与国内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质性合作较为缺乏，联合开展科研

及研究生培养较少。目前主要是导师带自己的研究生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交流形

式单一。在学位点建设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加大学生国内交流的规模，选派更多

的优秀学生前往国内学术机构和大学做访问交流。

3.研究生学术水平评价多元化。

研究生的奖学金评定，是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导向。目前主要采用依据已有

科研成果，将成果量化然后排序的评价办法。为了更好地做到“破五唯”，今后

可以尝试建立多元化评价体制，把学术水平高、有很好培养前途的研究生选出来。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