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建设年度报告（2023年）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研究方向、培养方向、师资队伍、培养条件等。 

山西大学于 2011 年获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经过 10 余年的建设，形成了数据智能与机器学习、自然语言

处理、理论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应用技术 4个具有特色和优势的研究

方向。 

（一）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简介 

（1）研究生培养目标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

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

研精神。 

博士生应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练掌握科技英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具有独立

地、创造性地从事计算机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的能力。 

硕士生应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

专门知识，较熟练地掌握科技英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具有从事计算

机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2）培养方向 

1）数据智能与机器学习 



该方向聚焦于数据智能与机器学习的前沿领域，致力于解决开放、

动态、真实环境下的预测与决策难题，深入开展大数据分析理论与方

法、机器学习模型与算法、多智能体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多粒

度计算与大数据分析、图机器学习、多智能体与强化学习等研究特色。 

2）自然语言处理 

该方向聚焦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前沿领域，针对阅读理解、自动问

答、情感分析等核心难题，深入开展知识获取与表示、内容理解与推

理、交互式智能问答、语义理解及语义大模型构建等方面的研究，形

成了认知知识库高效构建、自动问答系统、情感分析等研究特色。 

3）理论计算机科学 

该方向聚焦于理论计算机科学的前沿领域，针对大规模网络数据

分析与挖掘中的计算瓶颈，深入开展因果推理、复杂网络、社会计算

和网络容错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因果推理与决策理论、复杂网络结

构分析与计算模型等研究特色。 

4）计算机应用技术 

该方向聚焦于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前沿领域，针对数据行业应用与

学科交叉的迫切需求，深入开展数据挖掘与知识抽取、图像重建、医

疗影像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不确定性数据分析、电子顺磁共振

成像、脑影像分析等研究特色。 

（二）师资队伍 

现有专职教师 92 人，其中教授 24 人，副教授 45 人，博士生导

师 28人，硕士生导师 78人，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 1人，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1人，CCF会士 1人，CAAI

会士 1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人，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 1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人，国家优青 2人，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人，全国优秀教师 1人，爱思唯尔中国高被

引学者 2人，省级各类人才 45人。拥有省级科技创新领军团队 1个、

重点团队 2 个。导师中担任国家一级学会常务理事 1 人、理事 3 人，

各一级学会专委会及省级学会主要负责人 6人，全国性学术评测主席

2人，获省级模范教师、省教学名师、省五一劳动奖章、省五四青年

奖章、省研究生优秀导师、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7人次。 

（三）培养条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山西省

“1331工程”一流学科、优势攀升计划重点学科。依托学科先后建成了

计算智能与中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数据智能与认知计算山

西省重点实验室、山西省大数据挖掘与智能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山西

省大数据与物联网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山西省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

院、山西省机器视觉与数据挖掘工程研究中心、山西省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产教融合重大平台载体等平台。 

学院与 19 个海内外高水平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先后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 150 余人次来校讲学和交流，派出 60 余名教师

和研究生先后赴美国、英国、加拿大等 8 个国家（地区）进行访学；

设立了中美电子顺磁共振成像联合实验室、中新大数据安全国际联合

实验室等高水平国际合作研究平台。 



在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方面，拥有 3900余平米的专用科研场所，

购置了 GPU 高性能计算服务器、高性能存储服务器、磁盘阵列、全

身动作捕捉系统、小动物电子顺磁共振氧气成像仪、地面移动智能导

航平台、大数据课程资源包、知网-中文信息结构库、北大语义资源

库、科学计算软件等大型仪器设备、平台和软件，总价值超过 8200

万元。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制度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条件建设、科学研究工

作、招生与培养等工作取得的成绩。 

（一）制度建设 

（1）课程教学建设 

注重课程和培养过程质量控制，促进研究生培养内涵式发展。提

高课程质量，实施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两级模块化课程体系。组

建教学团队，课堂教学实行开放式、探索式、研讨式教学方法；同时

实施全方位的听评课制度，通过老师相互听课、研究生教学指导与监

督委员会和学生评课及时给教师反馈意见。获批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

革课题项目 3 项、精品教学案例 2 项、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 10 项。

梁吉业教授牵头申报的研究生教学成果获 2023 年山西省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王文剑教授牵头申报的研究生教学成果获 2023 年山西省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 

（2）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任组长成立师德师风建设领导组，班子

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部署要求，

围绕立德树人，始终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导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

紧盯师德师风和意识形态工作两条主线，以“四有好老师”为标杆，以

“红七条”为底线，将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到本学位点各项工作的全过程、

各环节。通过出台一系列文件明确各级基层组织的职责任务并与全体

教职工签订师德师风目标责任书建立制度化的长效督查机制。充分利

用各类宣传渠道强化导师、辅导员队伍师德教育，落实师生共育，推

进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王素格教授获 2023 年度山西大学师德师风

标兵称号，郑文萍教授获 2023年度山西大学教学标兵称号。 

（3）学术训练情况 

学科提出“两转化、两开放、一引进”的思路，大力推进科教协同

育人。科研成果向课程内容转化，加强学术前沿讲座课建设，开设特

色研究领域选修课，优化传统专业课，实现授课内容与学术前沿的结

合。科研项目向研究生培养转化，鼓励教师将科研项目分解为研究生

的研究课题，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科研实验室和计算平台向

研究生科学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实践开放，为究生搭建科技创新平

台。省级、校级研究生创新平台及共建科研实践基地向研究生创新创

业训练开放，为研究生就业创业提供实践条件。邀请国际国内人工智

能、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知名学者定期授课讲学，开阔学

生的学术视野。 

（二）师资队伍建设 



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大力推进绩效激励制度改革，师资队伍整

体质量持续提高。在招聘教师时，着重考察应聘人员的学术水平、实

践经验和行业背景，引进国内外高水平大学优秀博士 7 人，师资队伍

的年龄、学历和学缘结构进一步优化。 

制定了《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研究生导师遴选条件及博、硕士

学位申请者科研成果要求的规定》，建立了严格的研究生导师选聘条

件和科学的招生名额分配制度。强调导师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具有

高尚的学术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履行导师职责，注重导师招

生培养条件的项目经费保障。组织各类研究生导师培训活动 10余次，

并与山西云时代有限公司、中科曙光、中国移动等行业领先企业合作，

开展师资培训，提高导师的实践能力和行业认知。 

（三）培养条件建设 

2023 年投入经费 3831 万元，为研究方向、师资队伍、研究生培

养的调整优化提供了经费保障，促进了学位点建设全面提质增效。所

有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均责任到人，现有大型仪器都保持着很高的利

用率，集群计算系统与存储系统的每日平均利用时间超过 20 小时。 

通过与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精英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实践平台和职业发展机会。依托与芝加

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建立国际联合实验室、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等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学生的创

新能力。 



（四）科学研究工作 

承担科技部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 1 项、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联合基金重

点项目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22 项、青年项目 10 项、企事业委托项目 22 项、省部级各类项目 41

项；授权发明专利 18 项。 

导师带领研究生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51

篇，特别是针对标签噪声大、监督信息量少等问题，开展面向大数据

的低质数据质量提升理论与方法、融合多监督信息的一致性学习优化

模型等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形成了标志性成果，发表于《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等国际顶级期刊上。

荣获山西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 2 项。培养的研究生获山西省优秀博士论文 3 人、山西省优秀硕士

论文 2 人，ACM 太原分会“优博奖”2 人，在中国研究生人工智能创

新大赛中获总决赛季军 1 项，获中国计算机学会大学生学术秀（博士

组）二等奖 1 人。 

2023 年学科先后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教授，中国工程院

院士赵沁平教授，清华大学刘云浩教授，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翟立东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冯洋研究员、蒋树强研究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张伟男教授，南京理工大学宫辰教授等 20 余位专家

学者来校进行学术交流，举办了第三届认知与语义计算国际研讨会、



第四届智能信息检索前沿研讨会等国际国内会议、论坛 10 余次，开

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通过连续举办我与学院共奋进——“优秀研究

生论坛”，开展研究生“学术五分钟”活动提升了研究生学术报告的水

平。导师应邀在国内外重要会议做特邀报告 10 次；研究生参加国内

外重要学术会议 100 余人次。 

（五）招生与培养 

2023 年招收研究生 101 人，其中博士生 31 人，硕士生 70 人；

在读研究生共计 373 人，其中硕士生 273 人，博士生 100 人；毕业研

究生共计 69 人，其中博士生 8 人，硕士生 61 人；学位授予 69 人，

其中博士学位 8 人，硕士学位 61 人。研究生就业率为 100%。 

2023 年，2 名博士生获国家奖学金，受资助 6 万元；101 名博士

生获国家助学金，受资助 111.15 万元；59 名博士生获山西大学学业

奖学金，受资助 42.5 万元。3 名硕士生获国家奖学金，受资助 6 万元；

345 名硕士生获国家助学金，受资助 147.24 万元；192 名硕士生获山

西大学学业奖学金，受资助 70.8 万元。 

三、学位授权点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学位授权点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青年导师培养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由于青年导师培养机制尚待优化，虽然学位点中正高级职称人数

逐年攀升，但目前正高级职称青年导师占比偏低，需进一步加强相关

体制机制建设。 

（二）全职高层次人才引进数量比较低 



引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高层次人才有助于科研创新和服务

地方经济。虽然学位点近年通过柔性政策引入了一些高层次人才，但

由于地域限制、政策吸引力不足等，全职高层次人才引进较为困难。 

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针对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年度建设改进计划，包括

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等。 

一方面，将为青年教师提供个性化职业发展指导，根据研究方向

吸纳青年教师融入科研团队，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和成果转化，助力

青年导师成长；另一方面，将主动对接国内外高层次人才，提供个性

化引进方案，优化人才服务机制，出台具有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引进

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