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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使用第一外国语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外文文献，

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并能够初步撰写外文科研论文。 

4. 硕士学位论文要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工程实用价值。 

5. 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或管理部门从事相关或相近专业的教学

科研和管理工作。 

二、研究方向 
1.工程建模仿真与应用，2.工程数值计算与仿真，3.工程管理统计与应用。 

三、该学科生源要求和选拔方式 
1. 对生源的要求： 

除了符合报考条件外（参见研究生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人员需要的条件），报

考该学科的学生还应具有应用数学、计算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专业知

识。若无土木工程专业背景的考生，入学后需要补修至少两门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

课程。 

2. 选拔方式及措施： 

选拔方式采用考生参加全国统一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与复试（包括笔试和面试）

相结合的方式。 

为吸引优秀生源、保障持续稳定的招生规模，将主要采取以下相关政策： 

（1）对于学业优秀学生提供不同级别的奖学金；（2）定向企业的研究生享受企业

奖学金； 

（3）参加导师教学或科研工作的发放助教或助研津贴，参加专项大型仪器管理的

发放助管津贴； 

（4）学校为在读研究生创造就业实习机会；（5）对于本校毕业学生报考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6）加大对数学、应用数学、信息与

计算科学等相关专业的在校生或往届毕业生宣传有关本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政策。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3年，其中课程学习1～1.5
年，参加科研、撰写学位论文和论文答辩的时间为1.5～2年。最长修业

年限为5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实施细

则、教育部颁发的《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教研办[1998]1号）》、

《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教研办[2000]1号）》和《浙江科

技学院关于制定硕士生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规定为依据。课程教学

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学位课（包括公共类学位课和学科类学位课）、非学位课和

必修环节三类。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至少应完成总计32学分的学习任务，其

中学位课不低于19学分，必修环节3学分，学科方向选修课不少于8学分。同等学力

或跨专业录取的研究生，要求至少补修2门本学科的本科专业主干课程，但不计入

总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后面附表： 

六、培养方式 

按照《浙江科技学院关于制订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浙科院研

〔2012〕1号）执行。 

七、培养过程实施 

按照《浙江科技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浙科院研〔2014〕

6）号执行。 

  

  

  

  

  

  

  

  

  

  

工程仿真计算与统计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考

核 
方

式 

  
备注 

0000
1220
01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3

6 
2 1 

考

试 
0000
1210
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8 

1 2 
考

试 
0000
0910
01 

硕士英语 3
2 

1 1 
考

试 
0000
0910
02 

硕士英语口语 4
8 

1 2 
考

试 

公 
共 
类 
学 
位 
课 

0000
1020
01 

数值计算方法 4
8 

2 1 
考

试 

  

0408
1420
01 

土木工程专题 3
2 

2 1 
考

查 
平台课 

0408
1430
02 

高等土力学 4
8 

3 1 
考

试 
0408
1430
03 

土木工程数值分

析法 
4
8 

3 2 
考

试 
0408
1430
04 

工程问题建模方

法 
4

8 3 1 考

试 
0408
1430
05 

最优化理论与方

法 
4

8 3 1 考

试 
0408
1430
15 

计算机建模与仿

真 
4

8 3 1 考

试 
0408
1430
26 

管理学 4

8 3 1 考

试 
0408
1430
27 

工程统计学 4

8 3 1 考

试 
0408
1430
28 

统计预测与决策 4

8 3 1 考

试 

学

位

课 
  

学 
科 
类 
学 
位 
课 

0408
1420
29 

数据分析 4

8 3 2 考

试 

方向课 
选修≥12学分 

0000
0920
04 

初级德语 6
4 

2 1-2 
考

查 
0000
0920
03 

二外日语 6
4 

2 1-2 
考

查 
0000
1510
01 

论语导读 1
6 

1 
1或
2 

考

查 

  
  
  
  
  
  
  
  
  
  
  

公

共

选

修 
课 

0000
1210
03 

中国传统文化评

析 
1
6 

1 1 
考

查 

  
  
  
  
  
  
  
  
  
  
  



0000
1610
01 

信息检索 1
6 

1 1 
考

查 
0408
1420
06 

灰色系统的理论

及应用 
3

2 2 1 考

查 
0408
1420
07 

数字图像处理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08 

计算机图形学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09 

工程数值计算与

仿真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10 

工程管理总论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11 

工程问题的建模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12 

微分和差分方程

的理论及其应用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13 

复杂系统、分析

与应用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14 

模糊数学的理论

及其应用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16 

Matlab数值仿真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17 

高级数据库技术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18 

随机过程与排队

论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19 

虚拟仿真原理与

应用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20 

有限元理论与应

用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21 

计算机软件技术

基础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22 

算法设计与分析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23 

计算机网络基础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24 

现代软件工程原

理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30 

并行与分布式计

算 
3
2 

2 2 
考

查 

  
  
  
  
  
  
  
  
  
非

学

位

课 

  
  
  
  
  
  
  
  
  
  
  
  
学 
科 
方

向 
课 
  

0408
1420
31 

项目评价理论与

方法 
3
2 

2 2 
考

查 

  
  
  
  
  

至少选修一门跨一级学科的课程（包括公共选

修课） 
与学位课学分之和≥29 

其中学科选修课不少于8学分 



0408
1420
32 

决策理论与方法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33 

工程统计分析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34 

工程经济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35 

房地产经济学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36 

综合评价原理与

应用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37 

运筹与优化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38 

统计分析软件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39 

应用多元统计分

析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40 

应用回归分析 3
2 

2 2 
考

查 
0408
1420
41 

风险理论 3
2 

2 2 
考

查 
0408
1410
01 

实践实习 6

周 1 1-5 
考

查 教学实践与企业实习为主 

0408
1410
02 

文献选读与开题

报告 
1

次 1 3 
考

查 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内完成 必修 
环节 

0408
1410
03 

学术报告 5

次 1 1-5 
考

查 

参加5次以上校内公开举办的学术活动（含各种

学科竞赛和设计展览等），其中主讲学术报告

至少1次，并提交报告的书面材料。 

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按照中宣部、教育部有关文件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为36学时，其中课内学时32学时、课外学时4学时；《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论》为18学时，其中课内学时16学时、课外学时2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