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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 培养方向

结合学科性质、社会需求和我们的基础，确立研究方向如下：

（1）统计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

统计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是关于运用统计学方法，基于数据构建

概率统计模型并运用模型对数据进行预测和分析的一个研究方向。它

不仅是统计学领域的核心问题，而且已成为近年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领域中最活跃的研究分支之一。近年来，该团队教师以在中文信息处

理、复杂数据分析等方面做出了优秀的成果，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杂

志上发表论文若干，同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级自然科学基金

及其他基金若干项。

（2）复杂数据处理与分析

早在80年代我院部分老师就开始研究时间序列，并出版了国内较

早的时间序列专著。近年来，该方向教师主要关注时间序列在金融数

据中的应用，特别是非高斯噪声序列的统计性质，并在国内外学术杂

志上发表论文。随着大数据的兴起，经济管理、信息科学、工程等与

统计学科的融合，数据科学逐渐成为新的需要和研究方向。本方向主

要以培养大数据思维，传授大数据分析方法和高维数据降维技术，并

结合信息科学、生物医学等实质性学科进行深入的复杂数据处理与分

析。



（3）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强调与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实质性学科结合，将数理

思想和统计学方法应用于交叉学科问题的研究中。一方面重点关注文

本数据挖掘、函数型数据分析、质量控制和数据降维等问题。另一方

面，研究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以随机性理论为基础，探索新的应

用结合点，如随机动力系统、随即图等。

2. 师资队伍

现有教授3名，副教授6名，讲师3名，全部为博士，统计学硕导6

名，应用统计专硕导师10名（目前有学生的，很多外院的导师没有招

生），在研国家自科面上项目2项。

现有教授3名（均有一定程度的学科交叉和多归属问题），分别是

李济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博导） 、刘迪（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和李顺勇（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副教授6名，分别是王钰、牛奉高、孟银凤、秦瑞兵、郁磊和祁

宏（应用统计的硕导），其中2位今年达到教授评聘条件。

其他中青年博士3名，均达到副教授条件，但存在申报统计学需

要到经管学院申请的问题，进一步人才流失的可能性极大。去年已有

一位老师调入经管学院晋升副教授，并与今年调换了指导专业。

3. 科学研究

获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1项（58万），在研国家自科面上项目2

项。省级项目，横向项目10余项，总经费达100万（全年全省没有组

织申报省基金）。



学术论文近20篇。专利授权3项，申请若干。

积极结合社会热点和需求开展探索性研究，比如数字经济、新一

代信息技术和社会养老问题，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4. 教学科研支撑条件等

统计学本科专业成为省一流专业。进一步加强了本-专硕-学硕的

学科结构。

被评为校优秀教研室和先进党支部。

二、2020 年建设取得的成绩

1. 制度建设

（1） 修订课程体系，调整学分结构

（2） 加强过程培养，严格中期考核，要求预答辩

2. 导师队伍建设（导师评聘、师德师风、导师指导等）

（1） 新聘学硕硕导2名，分别是孟银凤和董晨昱，基本条件是在研

项目5万元以上，有科研成果。

（2） 师德师风建设不断加强，没有负面影响，未出现任何教学事故。

（3） 加强导师指导过程，按学院要求达到学位授予条件（高于学校

条件）。

3. 研究生招生

（1） 一志愿报名人数较多，多于招生名额2倍以上。

（2） 达线人数也提升很多，尤其是本校考生增加。长期以来，我学

科努力提升本科教学质量、注重情感育人和思政育人，起到了较

好的效果。



（3） 调剂人数一般在空缺指标的2倍，且从学缘来看，曾经所谓的

985和211高校调剂生从无到有。

（4） 近几年平均年录取不足10人，2020年录取8人，学生来源较好。

4. 研究生培养（思政教育、课程教学、学术训练、学术交流、论文

质量、学风建设等）

（1） 思政教育

学院思政教育落实到位，管理有效，未出现大的学生事故。

（2） 课程教学

积极进行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式改革。基础课与应用课和技能

课结构进一步优化，开设案例实务课和社会网络分析；实践教学包括

对实践问题的分析，还有对统计语言和软件的应用，几乎所有的课程

都引入了基于 R 语言的实验，有的课推荐使用 Python 语言。

（3） 学术训练

所有的学生都参与导师的讨论班和项目，在项目申请、研讨中得

到训练。同时加强课程管理，引入机器学习方法和高级程序语言教学，

提高课程论文要求。

（4） 学术交流

由于疫情，学生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较少，但线上会议增多。借助

学会及相关机构的交流平台参与学术报告，如狗熊会，每周都有世界

各地的专家讲座。

（5） 论文质量

论文质量不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虽然积极从课程、导师和



交流多个方面取改善，但效果还未显现。学生授学位的资格论文所发

表的期刊都不高，没有 SCI 论文。这与学生和导师都有关系。我们正

在考虑导师多合作，提高学生整体素质。

（6） 学风建设

积极改善学风。长期以来，学生积极性不高而惰性极强，短视导

致有上了研究生就是高学历光明前途想法的学生大量存在，所以有混

学位的情况。我们通过职业规划、就业前景等方面帮助拓展学生视野，

结合社会需求寻找科学问题来提高学生研究兴趣。多管齐下，提高学

风，改善研究氛围。

5. 研究生就业发展

鼓励和指导学生参加专业类赛事，比如研究生案例大赛、数学建

模大赛、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并取得了 9 项国家级奖。

积极探索实习实践新形势，鼓励进行线上实习。

6. 社会服务

主持横向项目 10 余项，包括老年人认识、尾气数据分析等。主

持数字经济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状况调查等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积

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 师资力量薄弱

近 10 年没有进统计学的博士，2020 年前 5 年内没有进人。2020

年招聘一名博士，实际上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专业本来是统计学的前身，但是统计学成为一级学科之后，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仍作为数学的二级硕士点存在并招生，导致统计学师资力

量分散。

2. 教师发展通道受限

一个是团队得不到补充，二是职称评聘受限。数学学院只能接受

申请数学学科的，统计学需要到经济学下申请，也就是到管院申报和

评聘，但目前的制度是名额分配到学院，所以导致在数学科学学院的

统计学老师上职称受阻。进 5年已有两位老师调离，在新的单位（一

个是财大，一个是山大经管院）完成职称晋升。

3. 学科经费为 0

在教学改革和教学内容引进、教师交流和学生交流方面没有经费

支持，短期学生质量提升难，师资质量提高较慢。

4. 学生获奖不易

优秀论文的评审完全是 SCI 一刀切，统计学因与数学有明显的学

科区别，学生成果有专利和软著等，不能以单一评价模式来衡量，所

以统计学学生从来没有获得优秀论文。

四、2021 年学位授权点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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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可能在校内进行整合重组，不然即使老师们拼尽全力，也只

能维持现状，难有起色，拖学校后腿。

就目前情况而言，下一年计划：

1、 进一步加强学科交叉，围绕学科交叉的新生问题做研究。



面向社会热点，争取横向项目，做好社会服务。

2、 进一步改进学风，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拓

宽实习实践渠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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