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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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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始于 2016 年自设二级学位点；2018 年获批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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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获批浙江省一流本科

专业，2022 年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新建“非线性数学研究中心”由复旦大

学周忆教授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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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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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目前拥有学生党员 27 名，其中正式党员 17 人，预备

党员 10 人，新增入党积极分子 15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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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生主要课程开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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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中有 27

人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 12 位，占比约 43%，副教授 9 位，占比约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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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数学硕士学位点新增校内硕导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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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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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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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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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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有 1 人荣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8 人

荣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20 级 2 人，21 级 2 人，22 级 4 人），30

人荣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等奖（20 级 5 人，21 级 6 人，22 级 19 人），

21 人荣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三等奖（20 级 9 人，21 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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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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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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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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满意度问卷调查表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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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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计划招收数学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20 人，调剂阶段参加复

试 23 人，录取 23 人，录取比例为 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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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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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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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 12 月，本学位点共毕业研究生 8 人，就业率为 100%，

学生初次就业的单位中，3 人选择继续读博深造，如浙江师范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生院；2 人进入高职类院校工作，如

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及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1 人进入行政单位

工作，如珠海市金湾区教育局工作；2 人进入企业工作，如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截止目前，用人单位反馈良好，学生的专业技能在

工作中得到了提升，并为单位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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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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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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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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数学系现有专任教师 64 人，其中教授 14 名，副教授 20 人，高

级工程师 1 人，高级职称共 35 人，约占 54.7%；博士 55 人，约占 85.9%；

45 岁以下 45 人，约占 70.3%，全部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35 岁以下 24

人，约占 37.5%，全部拥有博士学位。64 人中有博士生导师 4 名，硕士

生导师 25 人，省 151 人才第一层次 1 人，省部级人才 1 人，省高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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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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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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篇，其中 SCI 论文 57 篇，CSCD 论文 2 篇，

中文核心期刊 23 篇。代表性论文如下。

表 1 2022 年标志性研究论文

序
号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第一作
者

1 On the sine polarity and the Lp-sine
Blaschke-Santalóinequality

Journal of Functional
Analysis

李爱军

2 Serrin–type regularity criteria for the 3D MHD
equations via one velocity component and one
magnetic component

Calculus of Variations and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陈辉

3 Remarks on local regularity of axisymmetric
solutions to the 3D Navier–Stokes equations

Communications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陈辉

4 T1 theorem on homogeneous product Besov spaces
and product Triebel-Lizorkin spaces

Banach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郑涛涛

5 Lp boundedness for a maximal singular integral
operator

Forum Mathematicum 陶祥兴

6 Stability for localized integral operators on
weighted spaces of homogeneous type

Mathematische Nachrichten 房启全

7 Abundant analytic solutions of the stochastic KdV
equation with time-dependent additive white
Gaussian noise via Darboux transformation method

Nonlinear Dynamics 施英

8 Optimal stochastic Bernstein polynomials in
Ditzian–Totik type modulus of smoothnes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张胜刚

9 Compactness for iterated commutators of general
bilinear fractional integral operators on Morrey
spaces with non-doubling measures

AIMS Mathematics 林智玉

10 Measur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green
governance efciency based on total waste emissions
and PM2.5 concent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叶耀军

11 Explicit solitons of Kundu equation derived by
Riemann-Hilbert problem

Physics Letters A 张永帅

12 Transmission channels between 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Does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matter in high-pollut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胡月

1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with diferent segment representations

Applied Intelligence 潘俊

14 A new predicting model study on U-shaped
stamping springback behavior subjected to
steady-state temperature field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高宁华

15 3D thermoelastoplastic study of FML structure
under the action of a moving Gaussian-distributed
laser heat source

Thin-Walled Structures 高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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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纵向、横向到校科研经费情况

2022 年全年已到校横向科研经费 777.8 万元，纵向科研经费 437.5

万元。新增国家级项目 3 项，省部级项目 3 项。省部级Ⅱ类科研成果奖

3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代表性项目有：龚世才主持的《图的特征多项

式的组合性质研究（国家基金）》；陶祥兴主持的《函数空间与带粗糙核

的非标准奇异积分算子及其应用（国家基金）》；袁博君主持的《基于极

端谱参数的 Hermite 谱刻画问题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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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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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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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们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做的报告累计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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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11 日-16 日，举办了“中国运筹学会图论组合分会 2022 学

术年会暨第九届图论与组合算法国际研讨会”；2022 年 11 月 5 日-6 日，

主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会”；2022 年 11 月 26

16 Modelling and analysis of online ride-sharing
platforms - A sustainability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郭羽含

17 Lateral collaboration with cost-sharing in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optimisation: A
combinatorial framework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郭羽含

18 The Riemannian two-step perturbed Gauss–Newton
method for least squares inverse eigenvalue
problem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姚腾腾

19 Complex dynamics in a reaction-cross-diffusion
model with refuge depending on predator–prey
encounters

European Physcial Journal
Plus

韩仁基

20 EI-MTD: Moving Target Defense for Edge
Intelligence against Adversarial Attacks

ACM Transactions on
Privacy and Security

钱亚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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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7 日，主办“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国际会议”；2022 年 12 月 17 日-18

日，主办“第七届杭州调和分析及应用国际研讨会”。

五、专任教师公开出版的专著

1.陶元红著，《量子张量网络机器学习》，科学出版社，2022-11-01。

2.薛有才著，《中国现代数学研究史稿（1900-1950）》，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10-20。

第五部分 社会服务

学位点从国家战略和地方实际需求出发，结合科研前沿和数学学科优势，坚

持问题导向，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海洋大数据交叉应用研究中，

学院建立了国际领先的海洋资源环境的实时检测分析、渔业捕捞和渔船

避险的精准预测系统，长期与海康威视、阿里巴巴等企业产研合作，及

五年获直接科研经费近 2000 万，主持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2 项。学位点多

举措创新优化实践教学及产教融合，在专业课程上，鼓励现场教学、实

践课堂，探索构建高效的产教融合培养新模式，助力产业发展，推进经

济转型升级。大力开展产教融合建设，学院成立产业学院，与中科曙光

共建大数据应用创新基地，包括曙光大数据应用协同创新平台核心系统

和大数据应用协同创新平台增强系统。

第六部分 存在问题及 2023 年度建设计划

一、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导师队伍年龄与职称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正高职称教师年龄偏大，青年

人才学术影响力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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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数学四大顶刊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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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建设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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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育结合，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和引进。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采用引育结合的方式，加大基础数学方向的

师资引进，也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和引进。选派青年教师到国内外一流大

学访问，鼓励青年教师积极申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加强交流合作，提升数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力。

在科研方面，以现有研究团队为基础，加强交流与合作，促进科研

团队建设，努力做出原创性、有影响力的成果。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

域发展，提升数学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3.强化团队建设，提升学科水平。

充分利用学校与国内外院所、科研机构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

开展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合作。用好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培

养高质量人才的催化剂。应积极推动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实施方案，对

具有科研能力的研究生做到早发现、早培养。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

学科要发展，人才是关键，特别是领军人才的引进，根据学校的具体安

排，实现国家级人才的引进，用人才去推动团队建设、国家级重大重点

类项目的突破，力争获批新一轮浙江省一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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