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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概况 

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学科建设情况，研究生招生、在

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研究生导师状况（总

体规模、队伍结构）等。 

本硕士学位授权点在“2020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位居前 30%层次第 13 名，比前一年同期上升 8 位。

表明本学科已进入国内高水平学科行列。 

本硕士学位授权点在 2020 年结合学校特色和学科特点，凝练和

明确了六个培养方向与特色，分别是计算机图形学与虚拟现实、计算

机视觉与媒体计算、计算机网络与分布式计算、信息安全、人工智能

及应用、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计算机系统建模。。 

本硕士学位授权点在 2020 年招生 26 人，学位授予 17 人。本硕

士学位授权点 25.2%的 2020 年毕业生进入阿里、海康、恒生等头部

企业，有 5.88%强的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读博。 

    本硕士学位授权点目前拥有 73 名专任教师，其中有正高级 16

名，其具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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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学位点文化建设，日常管理服务工作等。 

2020年期间，学院党委对标争先积极开展标杆院系创建工作，

学院党委全面开展全国标杆院系建设工作，重点围绕“引领工程、

固基工程、铸魂工程、堡垒工程、先锋工程”建设计划，紧扣党的

政治、思想、组织、队伍、廉政建设，切实提升向心力、引领力、

源动力、落实力和免疫力。2020年，学院党委已通过全国党建工作

标杆院系中期检查。积极打造党建育人工作室，培育融学生培养、

教学科研、思想引导于一体的服务平台，发挥优秀党员教师对学生

成长的引领、支持和服务作用，成立党建育人工作室5个。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情

况，学术训练情况，学术交流情况，研究生奖助情况等。 

本硕士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党委依据《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

树人职责的实施意见》，先后出台《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全日制研

究生指导名额分配办法》、《浙江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研究

生导师职责》、《党建育人工作室建设规范》等文件，认真落实研究生

导师责任，引领教师履职尽责、教书育人。选树先进典型，汲取榜样

力量。学院党委凝练深化“师友制”党建特色品牌，探索党建新模式，

努力推进党建引领下的服务育人新格局。以“领航计划、指针计划、

先锋计划”三大计划构建“大思政”育人新局面。充分发挥政治引领



 

  
 

3 

作用，长者为师，教学相长共进步创建 5 个党建育人工作室。引领教

师课程思政展创新，信息安全系教师党支部获批“浙江省课程思政教

学项目”。 

本硕士学位授权点奖助金情况如下图所示。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传承创新优秀文

化，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等。 

    2020年期间，引进知名高校博士或博士后6人，省级高层次人才特

殊支持计划次青年拔尖人才1名、浙江省高校领军拔尖人才1名、新增

西湖拔尖A岗1名、青年优秀人才2名。本着“人人进学科、个个有方

向”的原则，制定《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学科研团队建设与管理

办法》，确定6个科研团队，分别是可视媒体计算与智能处理、认知

服务计算与软件工程、智能媒体大数据、数据科学与工程、网络与信

息安全、智能硬件与物联网，推动学科加速发展。发表CCF A类期刊

和会议论文10余篇、ESI高被引论文2篇，出版专著2本。实现多个突

破，包括我校第一项重大军工类项目、我校第一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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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我院第一次获得省级领导批示。与余杭区政府等联合成立了

滨江产学研联盟平台。 

在“2020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

位居前 30%层次第 13 名，比前一年同期上升 8 位。表明本学科已进

入国内高水平学科行列。 

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学院科研团队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

讲座 20 余次，师生积极参与。有多位学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论

文。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学位论文抽检、盲审情

况及问题分析等。 

1. 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科研环境跟不上学科发展。如研究生

学习工位比较紧张。 

2. 教师队伍中还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才，能承担国家级重点/

重大项目人员基数不高。 

3. 受疫情影响，出国访学，线下国际学术活动基本停滞。 

4. 缺少省级及以上优秀硕士论文。 

 

六、改进措施 

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和下一步思路举措。 

1. 学院正在将一些科研用房改造成研究生学习工位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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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院正在积极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3. 将充分利用网络会议等软件举办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4. 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明确导师指导职责、提升研究生科研氛围、

提高研究生科研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