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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目标是：以管理学、经济学

为基础，掌握管理科学与工程基本理论与方法，面向经济建

设和社会服务，培养具有从事创造性学术活动能力和独立科

学研究能力的高素质、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参见“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4 版”。

本学位点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目标是：掌握经济学和管理

学的基本知识，具备运用管理科学与工程基本理论、方法和

技术解决社会与经济领域的一些复杂管理问题的能力，培养

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高层次、复合型人

才。具体参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

生培养方案 2024 版”。

2.学位标准

本学位点的学位授予标准严格遵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学位授予工作细则（2021 年修订）”。学校针对博士学位标

准作出如下的补充规定：

（1）学位论文要求：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由本人独立

完成。学位论文选题须符合专业培养方向，论文所研究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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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应当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取得

创造性的成果，在某一方面有创新性，对学术发展、经济建

设和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学位论文重复

率不得高于学校规定的标准。

（2）学位论文评阅：由学校组织进行双向匿名评阅，

评阅专家应由五名本学科的校外博士生导师或教授（相当职

称）组成。送出评阅的论文评阅书应全部收回，在全部收回

的论文评阅书中如有一名评阅专家持否定意见，应增聘一名

评阅专家进行评阅；在全部收回的论文评阅书中如有两名或

两名以上评阅专家（含增聘评阅专家）持否定意见，则论文

不能进入答辩环节。

（3）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应由本学科博士生导

师或教授（相当职称）五至七人组成，其中具有博士生导师

资格的教授不少于三人，校外专家不少于两人。答辩委员会

名单由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审核签名后报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备案。答辩委员会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是否

通过答辩和是否建议授予学位进行表决，经全体成员三分之

二（含）同意方为通过。

（二）学科方向布局

本学科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设置四个重点研究方向：量

化金融与风险管理、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信息管理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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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多模式城市交通系统。并且，与北京物资学院设置联

合培养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方向聚焦于首都“四个中心”

功能定位，以“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首都经济高质量

发展”为导向，综合运用管理科学、金融工程学、统计学、

大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构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培养能

够解决金融风险管理和智能资产配置等领域理论与实践问

题的新质人才，主要包括金融风险管理、智能投资策略与技

术、机器学习与金融大数据、金融复杂网络等。

 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方向聚焦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系统仿真、智能优化等国际前沿，紧密结合社会管理中与复

杂系统及复杂网络相关的实际需求，在网络舆情传播与演化、

国家进出口贸易、环境治理博弈等重点领域开展系列研究，

主要包括复杂系统多主体交互行为分析、网络结构与演化、

网络信息传播动力学、网络信息挖掘与推荐系统、知识图谱

构建与应用等。

 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方向注重跨学科的知识整合，

将管理学、运筹学、统计学、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领

域的知识融为一体，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运用机器

学习、大数据分析、模拟仿真、实证分析等方法，研究解决

各类信息与知识收集、存储、处理、分析和应用问题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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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方法和工具，主要包括智能决策系统、在线知识库、

区块链与数据分析、在线用户行为分析等。

 多模式城市交通管理方向以服务“交通强国战略”

和推进“首都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绿色交通系统设计

和运营管理优化”为特色，发挥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算

法等方面的优势，综合运用交通行为学、系统仿真、网络优

化等方法，致力于缓解北京交通拥堵和污染排放问题，主要

包括定制公交路线优化、环保型交通管理策略优化、轨道交

通预约机制设计、交通出行大数据分析与行为决策等。

（三）师资队伍结构

本学位点师资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

合理、学术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任师资队伍。如附表

1 所示，截至 2024 年 9 月，专任教师共有 58 人，具有教授

职称的占比为 20.69%，具有副教授职称的占 43.10%。年龄

在 35 岁以下的占 31.03%，36 至 45 岁的占 29.31%，46 至 59

岁的占 34.48%，60 岁以上的占 5.17%。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

占 94.83%。48.28%的教师具有境外学习或访学经历。学缘结

构合理，教师博士学位获得单位人数最多的 5 所院校依次是

北京理工大学（6 人，占比 10.34%）、中国科学院大学（5

人，占比 8.62%）、北京工业大学（4 人，占比 6.89%）、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4 人，占比 6.89%）、北京交通大学（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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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6.89%）。教师队伍具有合理的学科专长结构，超过 73%

教师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及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

专任教师中，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有 6 名，85.71%具有

正高级职称，100%具有研究生学历和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有 30 名，93.33%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100%具

有研究生学历和博士学位。

如附表 2 所示，各培养方向的带头人 100%具有正高级职

称和博士研究生指导资格，100%拥有博士学位。各培养方向

的学术骨干 100%具有副高级职称或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

100%拥有博士学位。学科带头人大部分都在国内外重要学术

组织任职，很多在知名社会组织兼职或被聘为咨询专家。

依托暑期学校平台，本学科每年从全球聘请 2-3 名知名

教授为研究生授课。

（四）师资引育

2024 年，本学位点招收了 2 名具有较好学术潜力的年轻

教师，分别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具有

博士学位和海外经历，成为本学科坚实的后备学术力量。

同时，本学位点加强培育高水平师资队伍，尤其关注青

年教师的培养，通过孵化科研创新团队、分配资深教师一对

一指导、国家级课题专题辅导等方式，为青年教师的成长与

发展奠定基础，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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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台建设

学院通过三个方面的举措，积极搭建高水平学科平台。

第一，以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建设为抓手凝练学科特色和优

势。在量化金融、复杂系统仿真、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团队

的基础上，新增成立 AIGC 科研创新团队，加强有组织的科

研，凝练学科特色和优势；第二，多措并举提高学科声誉和

影响力。2024 年，组织召开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与发展

专家研讨会。举办第三届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论坛、人工智

能交叉创新发展论坛、复杂系统智能控制与优化前沿论坛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Systems》期刊建设

研讨会；第三，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提高师生科研水平。

组织召开前沿学术报告、国家级课题专题辅导等活动共 14

场。举办第 10-14 期“管理工程学院研究生学术沙龙”。支

持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高水平学术会议共 31 人次，其中作

口头报告 18 人次。

（六）人才培养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严格执行学校关于

研究生导师遴选到学位论文写作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强化管

理机构和组织队伍建设。并且，通过建立分流淘汰机制保障

人才培养质量。本学科研究生的分流流向主要包括：优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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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推荐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免初试）、提前答辩和毕业、

正常毕业和肄业。

同时，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及质量保障体

系。修订《管理工程学院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针对学位

论文开题、预答辩、答辩等环节以及研究生评奖评优等工作

进一步作出规定；落实《管理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双

向选择实施办法》，以科研创新团队为抓手，加强有组织的

科研活动，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落实《管理工程学院科研

创新团队绩效考核办法》，将科研创新团队考核和教师个人

科研绩效等纳入研究生招生指标优化配置。

（七）主要成果

2024 年，教师共获批各级各类项目共 13 项，其中，国

家自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 1 项，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2 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项，首都高端

智库研究项目重大项目 1 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 Pattern

Recognition、《管理科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共 32 篇；

出版学术著作共 2 部；以第一完成人制定国家标准 1 项；以

第一完成人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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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养

（一）教书育人情况

本学位点研究生导师的选聘严格按照《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件和程序(2021 年修订)》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件和程序》

执行，研究生导师考核及招生资格审核严格按照《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2020 年修订)》和《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条例》执行。专任教师获得研

究生指导资格后，参加由学校组织的专门培训，培训考核合

格后方可指导研究生。2024 年，本学位点新增 1 名博士研究

生导师和 1名硕士研究生导师，已参加学校培训并通过考核。

本学位点强化对研究生导师的管理，严格落实《研究生

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文件精神，压紧压实导师主体责任，明

确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业和学位论文指导等方面

的岗位职责，重点强调：在读研究生公开发表的、以师生共

同署名或者导师为通讯作者的学术成果，导师要承担在学术

道德规范方面相应的责任。同时，定期组织研究生导师培训

会、经验交流会、专业培训和师德讲座，深化教育教学理念，

确保导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先进的教育方法；建立了动

态评议机制，定期召开研究生座谈会，鼓励学生针对课程设



9

置、教学管理、学术科研等方面进行反馈，并针对性地提出

科学的解决方案和改进措施。

2024 年，落实《管理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

择实施办法》，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中“第一责

任人”的作用，明确要求导师负责研究生的学风和学术道德

教育。2024 年，本学位点导师考核未出现违反《研究生导师

指导行为准则》的事件；尚未发现任何学术不端行为。

本学位点以培养人工智能时代“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多

学科交叉融合的管理人才为目标，切实履行立德树人职责，

不断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升育人高度和效度。

2024 年，本学位点不断优化组织设置，以支部党建促进学科

特色研究方向发展；量化金融党支部赴面壁智能、智普华章

公司参观学习；定期召开“管理工程学院研究生学术沙龙”，

邀请优秀党员教师和研究生分享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和传授

科研经验，有效提升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素养；持续推

进教师支部和研究生支部开展联合活动，充分发挥教师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学术生涯规划、高质量论文发表等主题

交流，传递学术知识，在无形中滋润研究生的学术土壤，引

领他们在科研道路上稳步前行。2024 年，研究生对所在党支

部满意度高，并获得多项国家级或省部级学科竞赛奖、发表

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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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本学位点持续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活

动，通过全院教师专题会议、教师培训会等活动形式，以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通过列举若干典型反面案例剖析学术不端

的具体行为表现、成因、危害和治理措施，强调不要触碰学

术不端的高压线。同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导师的教学研

究能力，本学位点定期组织研究生导师开展学习培训，例如

开展 AIGC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工作坊、AI 赋能高校教学创新

高级研修班等。

同时，本学位点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定

期召开博士生培养专题会议，及时传达国家和学校有关博士

生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等相关政策和规章制度。压实博士

生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切实加强博士学位

论文指导。要求导师参加博士生招生录取相关环节工作、参

与博士生培养方案修订、承担教学任务等。

（二）培养过程情况

1.思想政治教育

本学位点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旨在培养具备高尚道德情操、强烈社会责任感以及扎实

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在课程建设方面，通过《中国马克

思主义与当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

然辩证法》等课程的学习，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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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教学方面，强调教师的言传身教，通过教师的榜样作

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研究

生辅导员队伍建设方面，本学位点注重研究生辅导员队伍的

建设与管理。通过定期培训和交流活动，提升辅导员的专业

素养和工作能力。同时，建立了健全的辅导员考核机制，激

励辅导员积极履行职责，为研究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在党建工作方面，学位点通过构建“党建+”的工作模式来

提升育人高度。坚持“党建+业务”，选拔学术带头人担任

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覆盖率实现 100%；坚持“党

建+责任”，在教育部学科评估、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申报、

重要学术会议组织等工作中，教师党员参与比例达 87.4%；

坚持“党建+意识形态”，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把好教材

关、课程关、讲座关、研究关，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平稳有序。

2.课程与教学

（1）开设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情况

本学位点为博士研究生开设《管理科学方法论》《最优

化理论与方法》等课程。围绕主要学科方向，建设高水平科

研创新团队和教学团队。教学团队负责学科方向的核心专业

课建设，所有核心课程均由主要学科方向的带头人和骨干教

师担任主讲。同时，本学科要求博士生指导教师必须为本方

向的博士研究生开设选修课，承担相应的教学任务。博士研

究生主要课程情况具体参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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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根据课程的性质与特点，任课教师采取课堂讲授或专题

讲授为主、结合课外文献阅读和课堂讨论等形式授课。考试

方式为笔试（闭卷或开卷）、口试、课程论文等形式。公共

课与学科基础课原则上应采取笔试（闭卷或开卷）的形式。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导师的教学研究能力，学校及学位

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学校定期组织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学习

培训。学位点以科研创新团队建设为抓手，激励研究生指导

教师和青年教师发表高水平科研成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学院修订《管理工程学院创收资金使用实施细则》，为获批

国家级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科研和教学成果奖、发表高水

平论文、完成研究报告等提供配套经费支持。同时，提供专

项经费支持学术著作和教材出版。此外，本学科还定期进行

期中教学检查、组织召开师生座谈会等，针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整改，并将收集到的意见反馈到教师本人，不断提升课程

教学质量。

（3）教材建设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教材建设质量，目前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教材体系，涵盖了管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应用领域

等多个方面。为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生学习需要，

在教材中加强实践应用与案例分析的内容。并且，建立教材

更新制度，根据研究生培养方案调整以及课程发展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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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教材，保证内容的完整性和时效性。

3.实践教学

实施“5+N”实践教学质量提升机制。“5”是指科研团

队、科创项目、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和社会实践“五位一体”

实践教学平台，“N”是指国家和北京重大活动服务保障、

校企协同培养等“N”种项目。同时，加强校企深度融合，

探索实践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学生进企业、专家进校园的“双

进”实践教学模式，创新教师、学生、专家三方互动交流的

平台和方式。强化科教融汇，激励学生进课题、进团队、进

实验室，提高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

4.课程思政

本学位点深化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构建“五二二”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新体系，搭建课程教学、教材建设、教学

改革、实践教学和专业思政五个平台。实施学院总体设计、

教学系具体实施的院系二级协同推进，抓好专业教师“主力

军”队伍，坚持学生中心、教师主体的师生二元互动模式，

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以及人工智能等北京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形成了多个研究生优秀

导学团队。

5.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为学生日常的学

术训练活动提供经费支持，不断提升学生的学术素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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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术讲座、创新项目和学科竞赛等科研平台支持研究生

的学术训练外，还制定下面三个方面的制度来强化学生学术

训练的成效。

（1）主文献制。不仅指定必读书目，而且要求研究生

在导师指导下研读本专业文献，必读文献的研读情况纳入综

合考试的考核范围。

（2）专题研讨制。以科研创新团队为依托，围绕本方

向的热点问题和主文献确定的资料清单定期进行专题研讨，

鼓励跨学科开展专题研讨，并采用开放式研讨会的形式。

（3）加强方法训练。一方面，邀请校外专家为研究生

进行培训，包括每年举办的暑期班邀请国外知名教师讲授研

究方法课程。另一方面，本学科资助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班。

2024 年，本学科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包括导师一作、学

生二作）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21 篇，其中，SCI/SSCI 检索

18 篇，中文核心期刊 3 篇。

6.学术交流

2024 年，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共 31 人次，其

中作口头报告共 18 人次，在提升学术水平的同时，加强了

与国内外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定期组织召开

前沿学术报告等活动。2024 年，共计组织 14 场学术交流活

动，邀请的专家包括刘宝碇、方意、林志杰等。

7.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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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学位论文质量采取研究生导师全程负责制，导师

审阅通过后，才能进入论文查重、校外专家匿名评审等环节。

本学科要求论文查重率不超过 15%，评审专家由教育部“学

位论文网上评议开放平台”随机抽取。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100%必须参加双向匿名

评审。并且，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学生毕业后，学校

和教育主管部门还定期对学位论文进行抽检。本学位点严格

执行学校的工作要求，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指导教师年度

考核的重要依据，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将视为指导教师年度考

核不合格：（1）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在学校论文抽检中，出

现两篇次及以上问题论文；（2）在教育主管部门抽检的论

文中，出现一篇次问题论文。

并且，按照《管理工程学院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在

学校制度上进一步作出如下规定：指导教师指导的研究生学

位论文两年内累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者，从下一年度开始停

止该指导教师在本学位授权点招生资格一年：（1）两次一

票不通过评审意见；（2）两次评审成绩两票均低于 65 分

（含）；（3）两篇次论文评审不通过。

同时，研究生指导教师考核结果作为导师招生计划安排

的重要依据，考核不合格的导师将暂停招生资格一年。因教

育主管部门抽检的博士论文出现问题导致考核不合格的导

师，立即停止博士招生资格三年；因教育主管部门抽检的硕



16

士论文出现问题导致考核不合格的导师，立即停止硕士招生

资格两年；在教育主管部门论文抽检中五年内有两篇次以上

论文出现问题的导师，停止招生资格五年。

2024 年，本学位点学位论文评审全部通过，尚未出现学

位论文被教育主管部门抽检不合格的情况，论文质量良好。

8.学风建设

本学科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学风建设，主要采取了以下三

个方面的措施。

（1）加强学风教育。本学科的学风教育融合在研究生

的各个培养环节中。研究生入学时，学校和学院通过宣讲、

座谈、师生交流等各种方式进行学风教育；每年一度的研究

生学术文化节重点设置学术道德教育内容；在研究生开题、

中期考核以及学位论文审查等各个环节重点检查是否存在

学术不端行为。

（2）落实导师主体责任。依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

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2020 年修订)》，本学科明确要求导

师负责研究生的学风和学术道德教育，重点强调：在读研究

生公开发表的、以师生共同署名或者导师为通讯作者的学术

成果，导师要承担在学术道德规范方面相应的责任。

（3）强化制度约束。本学科严格执行《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关于处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实施细则》，明确研究生

学术作假行为的认定、处罚程序和处罚方式，为杜绝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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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不端行为提供制度保障。

在上述一系列措施的保障下，本学位点目前尚未发现任

何学术不端行为。

9.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配备有 4名专职辅导员和 1名兼职辅导员以及

1 名研究生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秘书。学院副书记和辅导员

负责研究生日常管理、德育建设及奖助评选工作，学院研究

生教务秘书负责教学、科研和学位申请工作。工作中秉承科

学管理、注重引导、服务学生、帮难解困的理念，为研究生

提供全方位支持，建立了畅通的求助、申诉渠道，对于关系

到学生切身利益的重要时间节点和事项，做到及时提醒和预

警，保障和维护研究生基本权益。

学院每学期至少组织一场研究生师生座谈会，搜集任课

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听取学生关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论

文撰写、导师指导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研究改进措施以

及落实执行。2024 年，研究生学评教成绩高于 90 分的课程

达到总开课数的 96%，在读研究生对日常管理和导师指导的

满意度都很高。

10.奖助体系

为了有效调动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激发研究生的

科研创新热情，学校制定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暂行管理办法》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奖



18

学金评定办法》等相关制度。同时，本学科投入了一部分经

费用于奖励学院优秀研究生、资助研究生开展国内外学术交

流和学习。

学校的研究生奖助体系由研究生奖学金和助学金两部

分组成。研究生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和科研

奖学金；研究生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三助”（指助

研、助教、助管）岗位助学金、困难补助和临时性困难补助

等。“三助”岗位助学金的酬金支付标准是：硕士研究生助

研津贴每月不低于 800 元，博士研究生助研津贴每月不低于

900 元；研究生助教津贴每月 700 元；研究生助管津贴每月

700 元。另外，本学科也为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等提供一定

的资助。

2024 年，国家助学金方面，研究生发放 142 人次，共计

66.99 万元；17 名研究生获得科研奖学金，共计 13.70 万元。

11.质量保证

本学科重视学位点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通过加

强制度建设、培养全过程监控、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管理机构和教师质量管控责任以及分流淘汰机制等措施，不

断提升学位点的教育质量。

（1）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学校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从研究生导师的遴选到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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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实施，具体包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遴选条件和程序(2021 年修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

指导教师工作条例(2020 年修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

生招生工作条例》等 27 项管理制度。本学科研究生培养严

格依照学校的制度执行，并在招生和学位论文写作等环节制

定了相应的制度，具体包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指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指引》，通过这些制度的严格执行

来保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2）管理机构及队伍情况

学校实行校院二级管理，学校主要负责政策的把握以及

规章制度的制订，学院负责执行。学校的管理机构主要是研

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以及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校级领导，学

院对应的是研究生教学秘书以及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院

级领导。

本学科成立一级学科指导委员会，主要由本学科的博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组成，负责本学科的学科方向定位以及日常

学术活动管理。此外，本学科成立研究生导师指导小组，目

的是对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论文质量把关。

（3）分流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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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本学科研究生的分流流向

主要包括：优秀研究生推荐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免初试）、

提前答辩和毕业、正常毕业和肄业。为了保证研究生分流流

向的公平及顺利开展，学校制定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博

连读研究生选拔与管理规定》等相关文件。

2024 年，学位论文质量较好，未出现答辩不通过等情况。

（三）招生和就业情况

1.博硕招生选拔和学位授予

2024 年本学科博士研究生报考 34 人，录取 12 人，报录

比是 2.83。12 名录取的博士研究生中，有 2 名京内生源，10

名京外生源。硕士研究生报考 158 人，录取 43 人，报录比

是 3.67。43 名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有 10 名推荐免试研究

生。其中 5 名京内生源，38 名京外生源。具体参见附表 4。

本学科招收的 12 名博士研究生和 43 名硕士研究生均为

全日制在校生。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的选拔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硕博

连读，主要面向我校相关专业的优秀硕士研究生；二是申请

-审核制，主要面向优秀硕士研究生以及在高校任职的优秀

教师；三是学校统一考试，面向全国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

2024 年通过申请-审核制入学的博士研究生有 4 人（含硕博

连读 1 人），占入学总人数的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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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主要采取三种选拔方式：一是接收优秀的免

试研究生；二是全国统一考试；三是接收符合本学科要求的

优秀调剂生。2024 年接收优秀的免试研究生有 10 人，占实

际录取人数的 23.26%。

为了让优秀的考生了解本学科和积极报考，本学科采取

多种方式、途径和手段开展招生宣传。近年来，每年都选派

教师参加教育部组织召开的研究生招生宣讲会。同时，充分

发挥微信、网站、QQ 群等信息技术优势进行网络宣传。此外，

为了吸引优秀生源，本学科还为新入学研究生提供奖学金。

新生奖学金分为一、二、三等，具体参见“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管理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有 7 人，硕士研究生

授予学位人数有 32 人。

2.毕业生就业

2024 年，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共有 39 名毕业生，其中，

博士研究生 7 名，硕士研究生 32 名。博士毕业生就业率是

100%，硕士毕业生就业率是 96%。

博士研究生的就业去向方面，14%毕业生到高校任教，

14%毕业生到国有企业就职，29%毕业生到民营企业就职。硕

士研究生的就业去向方面，31%毕业生到国内知名企业和公

司任职，主要包括北京银行和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等；9%毕业生到党政机关等事业单位任职；3%毕业生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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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从事相关研究工作；3%毕业生选择读博深造。

据第三方机构麦可思调查数据，本学科毕业生在年薪、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工作满意度、专业社会需求程度、发展

空间大小方面均高于学校平均水平。用人单位对本学科毕业

生的满意度接近 100%。

（四）国际交流合作

（1）留学生和交流学者

本学位点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吸引外籍学者来华

学习交流，提升学科的国际化水平。2024 年度，有 2 名外籍

学者来我校进行交流学习，参与学科建设和科研活动。

（2）学生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本学位点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拓宽学

术视野，提升学术能力。2024 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参加国

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共 31 人次，其中作口头报告共 18 人次，

报告内容涵盖量化金融、优化决策、信息管理及智慧交通等

多个研究方向，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认可和好评。具体

参见附表 5。

（五）教学科研支撑

（1）学习支撑平台

本学科培养方案依据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设置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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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

本学科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北京市实验示范中心，包括

数字创新平台实验室、信息管理实验室、虚拟仿真实验室等。

这些教学中心和实验室为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提供实验保

障。

学校图书馆订阅了与本学科相关的国内外期刊杂志 40

余种以及购买了相应的国内外电子数据库（包括 Web of

Science、ScienceDirect 和 SpringerLink 等），为研究生的学

习和科研提供文献资料保障。

此外，为了不断改进教学质量，专任教师积极申报学校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强化研究生教育和教学改革的研

究探索和实践。

（2）科研支撑平台

本学位点鼓励以科研团队和导师组的形式指导研究生

的学习和科研活动。并且，研究生的科研活动还有下面一些

支撑平台。

①学术讲座。本学科每年提供一定的经费邀请国内外知

名专家为研究生作学术讲座和学术报告，帮助研究生拓展学

术视野和跟踪前沿动态。2024 年，本学科共邀请了 10 位专

家，其中包括：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教授刘宝碇、中国人民

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方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长聘副教授林志杰、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副教授欧阳



24

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 Francisco Saldanha da Gama

等。

②创新项目。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可以申报学校的学术新

人计划，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都可以申报科技创新项目。

2024 年，获批学术新人计划 1 人、科技创新学术型项目 9 项。

③学科竞赛。本学科组织学生参加中国国际“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中青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

生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等学科竞赛。2024 年，9 人次（团

队）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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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德师风建设

2024 年，学院巩固拓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要求，把师德师风作为

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引导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

当好“四个引路人”，坚持“四个相统一”。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的举措。

第一，完善机制，加强考核。完善学院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具体落实、教师自我约束的工作机制，

形成师德师风建设合力。成立学院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小组，

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任组长，副院长、副书记任副组长，

各系、办等部门协同配合，负责师德师风建设的总体部署和

相关政策规定的制定、落实、检查；坚持全院教师大会思想

政治教育月度学习制度，不断提高教师思想认识水平；坚持

学生座谈会制度、学院领导与教学督导听课巡查制度，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在课堂教学质量和年终个人考核评价中，引

入师德师风考核指标，并实行一票否决制度。

第二，多措并举，积极引导。组织党员教师赴天津开展

“行读党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赴武汉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坚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理想信念。将教师师德情况纳入

职称评聘、绩效考核以及评奖评优项目中，实行师德“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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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加强对教师日常行为监督。

第三，规范行为，牢守底线。贯彻落实《教育部新时代

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

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职业道德

和行为规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等文

件精神，确保每位教师知准则、守底线；设立院长信箱，定

期召开师生座谈会，开展调查研究，畅通问题反馈渠道，接

受广大师生监督；把“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

发表言论守规矩”贯穿在教师的日常行为中，守牢意识形态

安全底线和红线。

统计时间段内，没有师德师风不正、违反法律法规、学

术不端等被查处或通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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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学研究

2024 年，本学位点继续加强科研平台建设。主要举措包

括三个方面。第一，以绩效管理为导向，加强科研创新团队

建设。落实《管理工程学院科研创新团队绩效考核办法》，

促进团队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在量化金融、复杂系统仿真、

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团队的基础上，新增 AIGC 科研创新团

队。第二，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提高教师科研水平。组

织召开前沿学术报告、国家级课题专题辅导等活动。2024 年，

共计组织 14 场学术交流活动，邀请的专家包括刘宝碇、方

意、林志杰、欧阳春、Francisco Saldanha da Gama 等。第

三，通过制度建设为教师开展科研活动提供保障。学院修订

《管理工程学院创收资金使用实施细则》，为获批国家级科

研项目、获得省部级科研和教学成果奖、发表高水平论文、

完成研究报告等提供配套经费支持。同时，提供专项经费支

持学术著作和教材出版。

2024 年，本学位点教师获批各级各类项目共 13 项，其

中，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 1 项，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项，首

都高端智库研究项目重大项目 1项。代表性国家项目包括“数

据驱动型全局分布鲁棒设施选址优化模型及算法研究”“新

质生产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双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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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于多模态图学习的企业 ESG 漂绿风险分析研究”。项目

具体情况见附表 6 和附表 7。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Information Sciences、Applied

Soft Computing、Pattern Recognition、《管理科学学报》等期

刊上发表论文共 32 篇，代表性论文有：“An improved deep

temporal convolutional network for new energy stock index

prediction”“多层网络视角下沪深港股票市场关联性演化研

究”“Understanding mechanism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和“A novel interval dual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ethod

for interval-valued stock price prediction”；出版学术著作共 2

部。

以第一完成人制定 1 项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电子围

网系统运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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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服务与贡献

本学位点紧密围绕北京“四个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

位，坚持“四个面向”，持续贯彻“研以致用，主动服务”

的社会服务理念，不断深化产学研的有机融合，积极推进科

研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科技进步，致力于为首都和国家的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在科研成果转化

和服务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本学位点师生主要通过承

接横向课题的方式，将专业知识与技术切实应用于实践管理

领域，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通过承接这些横向

课题，本学位点加深了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了科

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

动力。同时，本学位点积极推进智库建设与咨政研究，为政

府决策提供有力支持，为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学位点注重科教协同育人，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机

制。2024 年，本学位点基于既有的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强

化以科研创新团队促进研究生学术素养提升，通过定期组织

项目组会、邀请专家进行学术报告、举办学术竞赛以及推动

国内外会议交流等活动，构建了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机制，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并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以拓宽国际视野、激发创新思维并提升实践能力。这

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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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2024 年，以第一作者（包括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或通讯作者在 Applied Soft Computing、Pattern Recognition、

《管理科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1 篇。此外，毕业

生的就业竞争力持续增强，多名学生进入了知名企业或高校

继续深造。

围绕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本学位点教师积极参与

国家和行业标准起草工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2024 年，本学位点教师参与制定了 1 项国家标准“城

市公共设施电子围网系统运行规范”。这些标准的制定不仅

有助于推动智慧城市和智慧园区的规范化建设，更在促进地

区经济一体化和提高整个地区综合竞争力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

此外，本学位点师生主要采用社会实践的方式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2024 年，本学位点 43 名（人次）研究生围绕数字经

济转型、绿色金融发展等社会热点问题，深入开展了一系列

社会实践活动，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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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有不足及下一年度改进措施

（一）存在不足

经过几年的建设，本学位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与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

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高水平科研成果比较缺乏

国家级科研项目获批数量相对较少，尤其是重大和重点

项目比较缺乏。高质量学术论文数量偏少，尤其是中文论文

较少。特别地，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获奖较为缺乏。

2.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一方面，学科带头人的数量相对偏少，有影响力的学科

带头人较为缺乏。另一方面，部分学科方向的教师梯队不够

合理，个别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高水平成果偏少。

3.服务国家战略和新时代首都发展较为薄弱

一是学科方向与国家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

结合度还不够紧密。二是高端智库成果产出偏少。三是科研

成果应用和转化的力度不够，发挥的社会服务功能不够强。

（二）下一年度改进计划

针对上述几个方面的不足，本学科拟计划在以后的建设

中采取以下一些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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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拓新的学科生长点

以学校数字经济交叉学科平台建设为契机，在数字经济

学科发展背景下凝练优势学科方向，开拓新的学科生长点。

积极引进学科带头人，加强培育学术骨干。

2.促进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强化激励措施，加强对国家级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获奖

的培育；围绕学科重点发展方向设置选题和项目，采取“揭

榜挂帅”的方式，提供配套经费支持，激励教师产出高质量

学术论文、咨询报告等。

3.强化服务国家战略和新时代首都发展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新时代首都发展重大需求，激

励教师瞄准北京市近期重点工作或经济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开展课题研究，强化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多渠道促进成果转

换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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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专任教师队伍结构

专业技术职务 合计
35岁
以下

36至
45岁

46至
59岁

60岁
以上

博 士 学 位

人数

具有境外

经历人数
博导人数 硕导人数

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12 0 3 8 1 12 9 6 12

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25 4 11 8 2 22 13 1 16

其他 21 14 3 4 0 21 6 0 2

总计 58 18 17 20 3 55 28 7 30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得单位（人数最

多的 5所）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北京交通大学

人数及比例 6（10.34%） 5（8.62%） 4（6.89%） 4（6.89%） 4（6.89%）

附表 2 学科方向代表性教师基本情况

学科方向 1 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 专任教师数 16 正高级职称数 3

序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本单位工

作年限
主要研究方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任

职
其他情况简介（限 50字）

1 陈炜 49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17 资产配置与投资组合

中国运筹学会智能计算

分会副理事长、中国优

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

研究会理事

北京市长城学者、北京市属高等学校

骨干人才、量化金融研究中心负责人

2 陈振松 35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6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

信息技术与量化管理国

际学会副秘书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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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姚银红 34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4 金融风险管理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

济数学研究会会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

学科方向 2 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 专任教师数 16 正高级职称数 4

序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本单位工

作年限
主要研究方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任

职
其他情况简介（限 50字）

1 姚翠友 52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25 复杂系统仿真与复杂

网络应用

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

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智慧居住区分技术委

员会副秘书长

教育部学位中心入库专家、IEC/SEG9

国内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属高等学校

骨干人才

2 江成 38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8 经济社会复杂系统建

模与应用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

济数学研究会应急管理

专委会委员、中国计算

机学会计算经济专委会

执行委员

北京市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

划优秀青年人才、北京市优秀人才培

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后备学科带头人、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

3 胡晓倩 33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4 社会计算、复杂网络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

济数学研究会会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

学科方向 3 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 专任教师数 15 正高级职称数 3

序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本单位工

作年限
主要研究方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任

职
其他情况简介（限 50字）

1 武装 54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17 智能信息处理
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

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后备学科带头人

2 张丽玮 43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14 数据挖掘、知识产权布

局

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

员

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

师

3 胡磊 41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3 知识管理、管理信息系

统

海南省信息协会信息化

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

员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北

京市优秀人才

学科方向 4 多模式城市交通管理 专任教师数 13 正高级职称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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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本单位工

作年限
主要研究方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任

职
其他情况简介（限 50字）

1 张军 61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22 科学计算与交通规划
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会理事

国家人事部认定来华定居专家、北京

市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常务理

事、丰台区政协委员

2 尚华艳 46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14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会理事

北京市百千万工程人才、国家科技专

家库入库专家、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评审专家

3 杨艳妮 37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10 交通污染减排、智慧化

交通管理

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会会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

附表 3 博士研究生主要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语言

1 管理科学方法论 必修课 陈炜 管理工程学院 2 中文

2 高级统计学 必修课 胡磊 管理工程学院 2 中文

3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必修课 贾利芬 管理工程学院 2 中文

4 外文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 必修课 陈炜 管理工程学院 2 中英双语

5 网络模型与网络优化 选修课 姚翠友 管理工程学院 2 中文

6 智能优化方法 选修课 王传生 管理工程学院 2 中文

7 机器学习与量化投资 选修课 陈炜、陈振松 管理工程学院 2 中文

8 深度学习：理论、框架与案例 选修课 张军 管理工程学院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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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复杂系统建模 选修课 武装 管理工程学院 2 中文

10 金融风险管理专题 选修课 陈振松 管理工程学院 2 中英双语

11 现代交通科学专题 选修课 尚华艳 管理工程学院 2 中英双语

说明：表中的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附表 4 研究生招生情况表

年份 报名人数 实际录取人数（其中在职生数） 报录比（报名人数/实际录取人数*100%）

博士研究生 2024年 34 12（0） 2.83

硕士研究生 2024年 158 43（0） 3.67

说明：4名博士研究生通过申请-审核制（含硕博连读 1人）入学。

附表 5 2024年研究生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作报告情况

序号 报告人员姓名 国际国内会议名称 报告时间 报告名称 报告类型

1 李昊天 第十五届计算交通科学国际研讨会 2024.06
An improved reservation mechanism design
with joint optimization of frequency and

fare for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
分会报告

2 毛君竹 第十五届计算交通科学国际研讨会 2024.06 A new recourse algorithm for overlapping
routes based on process flexibility 分会报告

3 李凯利 第十一届全国低碳发展管理学术年会 2024.05 稀土产业链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动态关联

性研究
分会报告

4 王彬彬 第十一届全国低碳发展管理学术年会 2024.05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绿色金融市场和传

统金融市场的动态溢出研究：中国视角
分论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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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新宇
中国运筹学会智能计算分会第十八届年会暨数智决

策与优化研讨会
2024.04

Interval-valued Stock Prices Prediction
based on Hybrid Deep Learning Models
with an Integrated Wavelet Activation

Function

分论坛报告

6 刘语希
中国运筹学会智能计算分会第十八届年会暨数智决

策与优化研讨会
2024.04

Asian Knock-in Options of Uncertain
Mean-Reverting Stock Model based on

Floating Interest Rate
分论坛报告

7 张琳雅
中国运筹学会智能计算分会第十八届年会暨数智决

策与优化研讨会
2024.04 Asian-Barrier Options for an Uncertain

Stock Model with Floating Interest Rate 分论坛报告

8 贺雅琪 第三届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论坛 2024.08
An improved gravity model to identify key
nodes via dynamic truncation radius and

k-shell decomposition
分论坛报告

9 陈浩 第三届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论坛 2024.08 Multi-label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
detection based on LSTM-MLP model 分论坛报告

10 付浩 第三届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论坛 2024.08 ESG greenwashing detection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分论坛报告

11 安妮 第三届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论坛 2024.08
An improved deep temporal convolutional

network for new energy stock index
prediction

分论坛报告

12 王海欣 第三届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论坛 2024.08
American knock-in options pricing of

mean-reverting stock model with floating
interest rate

分论坛报告

13 王彬彬 第三届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论坛 2024.08

Impact of climat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dynamic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s
pan-financial markets and portfolio
implication: Both time and frequency

perspectives

分论坛报告

14 叶冰冰 第三届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论坛 2024.08

Research on the risk transmission path of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chain based on
“trade-price” interaction under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分论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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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延浩 第三届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论坛 2024.08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SG
investment volatility: evidence from the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markets of China,
the US and Europe

分论坛报告

16 李凯利 第三届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论坛 2024.08 稀土产业链与可再生能源市场间动态关

联性研究
分论坛报告

17 刘荟 第三届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论坛 2024.08
How does the ESG rating affect the

cross-border spillovers among sovereign
CDS markets?

分论坛报告

18 叶冰冰 第六届全国资源流动与管理研究学术年会 2024.08
Research on the risk transmission path of

Li-NEV industry chain based on
“trade-price” interaction

分论坛报告

附表 6 2024年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编号
立项

时间

起讫

时间

合同

经费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数据驱动型全局分布鲁棒设施选址优化模型及算

法研究
刘天奇 72401206 2024.0

8
2025.01-
2027.12 30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新质生产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 江成 24BJL045 2024.0
9

2024.09-
2027.12 20

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 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数据治理问题研究 沈睿芳
2024.1

2
2024.12-
2026.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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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2024年获批其他代表性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编号
立项

时间

起讫

时间

合同

经费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

青年基金项

目

“双碳”背景下基于多模态图学习的企业 ESG漂

绿风险分析研究
陈振松 24YJCZH032 2024.09 2024.09-

2027.12 8

2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重点项目

北京新能源产业 ESG 表现的影响机理与提升路

径研究：数智化与关联网络协同赋能视角
陈炜 2024.11 2024.11-

2027.12 15

3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重点项目 健全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机制研究 江成 2024.09 2024.09-

2025.03 5

4 首都高端智库研究

项目
重大项目

新时期进一步强化京津冀区域重点产业协同发展

路径研究
江成 2024.09 2024.09-

2025.03 5

5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科研计划项目

社科一般项

目

“数字交通 ”背景下高用户接受度位置数据隐私

保护机制研究
杨青

SM202410038
001 2024.03 2024.01-

2026.12 5

6 其他课题 横向项目 基于大模型技术的智慧办公生态构建研究 高静 H20240091 2024.10 2024.10-
2026.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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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课题 横向项目 青稞产业技术发展状况分析和追踪 张丽玮 H20240024 2024.05 2024.05-
2024.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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