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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东华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办计算机专业教育并拥有学科硕士点的重点高校之

一。1978 年开始培养计算机本科专业学生，1986 年获批“计算机应用技术”硕

士学位授权，2004 年成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006 年获批“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一级学科学位点，计算机学科自 2019年起入围 ESI 世界前 1%学科。学院

拥有东华-万瑞智慧医疗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纺织工业人工智能技术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上海市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上海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共建国家新材料现代产业学院，是上海计算机开放系统协会、

上海市计算机学会数据库专业委员会、上海市计算机用户协会数据库专业委员会

的挂靠单位。 

学位点现有有专任教师 39 人，硕士生导师 37 人，其中高级职称 31 人，博

士学位教师 35 人。所有教师中，45 岁及以下的中青年教师为 16人。2023-2024

年共计招生 34 人，均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所有学生中，本科推免生有 26人。

授予学位 40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毕业生共计 40人，主要分布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其他毕业生的去向包括党政机关，中初等教育机构，医疗

卫生单位，升学，事业单位等。 

（二） 各二级学科简介 

1.计算机应用技术 

研究计算机在纺织服装、医疗和遥感影像、数字孪生、自动驾驶、生物计算

等领域中应用的新方法新技术。紧密结合东华大学纺织服装学科优势，在纤维和

纺织品图像识分析、纺织纤维成分识别、生物/医学大数据分析，服装与织物虚

拟设计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成果在智能试衣、军事训练等领域示范应用；与上

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瑞金、上海申康医院等联合开展“基于质谱数据的心理压力

生物标志物发现”、“基于多模态特征融合的阿尔茨海默病分类预测”等研究；开

发宫颈癌细胞学病理图像 AI早筛系统；研发医学知识智能问诊系统。在 CV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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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E、ICMR等机器视觉顶会发表论文多篇。 

2.网络计算与信息安全 

研究计算网络体系结构、分布式/边缘/泛在计算、物联网与其他新型网络、

网络系统与信息安全、数据隐私，以满足各类应用对网络性能、可靠性、安全和

隐私性要求。东华大学较早设立了信息安全硕士培养方向，并建有信息安全本科

专业。《面向密码模块的新型信息泄漏分析和防护技术研究》获上海市科学技术

一等奖。建有东华-趣链区块链和数字资产联合研发中心，东华大学-G60商密基

地可信计算联合实验室等多个相关领域校企联合实验室。在信息安全和移动计算

领域顶期 IEEE TDSC，IEEE TPDS等发表论文多篇。 

3.数据科学与知识发现 

研究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图数据库系统与知识图谱、医疗大数据与生物信

息学；工业物联网数据的管理、分析与挖掘理论、系统与应用。多年来在数据库

系统、数据挖掘与分析、以及大数据分析等领域拥有深厚的学术与工程积累，与

上海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上海万达信息系统和瑞金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等

知名企事业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关键技术在中国商飞、振华重工取得应用

落地。《国产民用客机制造和运维过程中的视觉感知与理解技术》获中国图象图

形学会科技进步奖。在数据库、生物信息学领域顶会顶刊 SIGMOD、ICDE、IEEE/ACM 

TCB等发表论文多篇。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思政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落实情况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东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入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积极落实学校提出的“一学科一示范”

的要求，持续深化课程思政教育探索和实践，提升研究生课程育人能力。组织一

线教师参加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21 名教师达到学习要求；积极组织教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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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课程思政”建设交流会等专项学习活动 2次，参与教师总数 37人。 

三、研究生培养与教学工作 

（一）招生和学位授予 

 

硕士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科名称 项目 2023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研究生招生人数 34 

全日制招生人数 34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26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8 

授予学位人数 40 

 

（二） 师资队伍 

1.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学院高度重视教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习近

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警示案例教育、党的自我革命、教育高质量发

展、“千万工程”、“浦江经验”等，认真学习贯彻《东华大学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的实施意见》等规章制度，党支部书记作为系

室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第一责任人，引领组织全体教职工共同学习践行。6 月

学院党委书记杜明宣讲《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院长方志军宣讲

《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纪检委员李锋通报教育部公开曝光第十二批 7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关心关爱新入职的老师，通过讲座、座

谈会、国情研修等多种形式落实师德师风专项培训，为每位新教职工配备岗位相

似、有经验的教师作为导师，发挥“传帮带”作用，邀请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

生院原信息学部首席教授杨士强教授作题为《长聘教职（Tenure-Track）制度与

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报告，在学校部处与青年教师间搭建沟通桥梁，厘清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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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发展规划。持续开展师德师风先进典型教育，利用教师节契机宣传展示

学院评选出的 7位师德先进典型，宣传身边人生动鲜活的师德好故事。完成寒假、

暑假教工研修专题学习。开展师德师风审查，对于新进教师、外聘授课教师、职

称晋升、一流本科课程申报、荣誉称号评选、参编教材等，做好政治表现和师德

师风把关。 

2.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专任教师情况 

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

导师

人数 

最高学位非

本单位授予

的人数 

兼职

硕导

人数 

25岁

及以

下 

26至

35岁 

36至

45岁 

46至

59岁 

60岁

及以

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10 0 0 1 9 0 10 0 10 9 0 

副高级 21 0 3 4 12 2 18 3 20 17 0 

中级 8 0 7 1 0 0 7 1 7 8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39 0 10 6 21 2 35 4 37 34 0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授权点各二级学科的学位专业课程、主要专业选修课、面向学生层次

及主讲教师。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

型 

学

分 

授课教

师 

课程简介 

 

授课

语言 

1 

高级程序设

计（前置课

程） 

必修课 3 黄秋波 

在学习数据结构与算法的基础

上，进一步学习算法的设计方

法、技巧和具体程序实现方法与

应用。使学生掌握算法的基本设

计方法和分析方法，常用数据结

构和算法，通过实践掌握基本算

法的程序实现技能。 

中文 

2 
高级算法设

计与分析 
必修课 3 

周军锋，

钱辰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算法分析方法，包括分治、动态

规划、贪心、分支限界、摊还分

析等算法设计技术，以及掌握高

级数据结构、图算法等。对每一

个专题，都有相应的最新研究或

应用成果介绍。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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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率统计与

随机过程 
必修课 3 

宋晖，李

柏岩 

本课程以概率统计、随机过程的

基本原理为基础，重点讲述与计

算机学科领域相关的数学方法，

说明如何应用该方法建立计算

机科学问题的数学模型，并将其

转化为已知问题的方法。 

中文 

4 
矩阵论与最

优化方法 
必修课 3 钱辰 

掌握矩阵论的基本知识；掌握矩

阵分析和最优化的基本方法；能

够应用矩阵论基本原理分析实

际问题；能够运用基本矩阵分析

方法或最优化方法设计并实现

简单机器学习模型。 

中文 

5 机器学习 必修课 3 
徐波，王

凯丽 

课程介绍机器学习的基础知识、

经典算法和高阶模型，培养学生

理论推导能力、求解能力和代码

实现能力。同时对机器学习的一

般理论如假设空间、采样理论、

迁移学习以及强化学习等有所

了解。 

中文 

6 
论文写作指

导 
必修课 2 王璿 

以论文写作规范与学术道德培

育为主要讲授对象的应用性课

程。课程主要讲授软件工程学术

论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研

究规范问题，并基于学位论文写

作和日常学术研究需要重点讲

授案例分析的过程及写作规范

问题。 

中文 

7 
操作系统分

析 
选修课 3 燕彩蓉 

本课程深入 Linux 的内核，分析

内核的设计和实现方式，让学生

对内核各个核心子系统进行整

体学习，包括内核提供的服务、

服务的方式，以及服务的实现；

同时为学生提供实践指导，在实

践中加深操作系统内核的理解。 

中英

双语 

8 数据挖掘 选修课 3 潘乔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掌

握数据挖掘分析的基本概念和

方法，包括数据的基本属性和概

念、数据预处理技术、数据仓库

和 OLAP 技术、频繁模式挖掘、

分类算法、聚类算法等。 

中文 

9 
数据库系统

实现 
选修课 3 

王洪亚，

吴国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

数据库系统实现的基本原理：包

括文件组织、存储管理、数据库

管理系统结构、数据库索引、查

询处理和优化、事务处理、并发

控制策略和恢复等。 

中英

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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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区块链技术 选修课 3 赵晓鹏 

课程介绍区块链的基础概念、理

论和技术发展，包括区块链和加

密货币、智能合约及其应用。 通

过区块链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

对新型互联网体系的了解，利用

区块链技术对传统互联网应用

改造升级的能力。 

中文 

11 
文献阅读与

学术研讨 
选修课 2 

代明慧，

常姗 

在导师及学科团队指导下，学生

集中进行定期学术研讨，加强学

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探讨，加强

主讲人开展学术讲座、强化知识

体系、组织知识内容的能力。加

强共同分析和探讨问题的能力，

同时达到共享知识资源的效果。 

中文 

12 
服务计算与

云计算 
选修课 3 张亮 

作为现代服务科学的奠基石，服

务计算已成为一项桥接商业服

务与信息技术服务的跨学科的

科学技术。本课程使学生了解和

掌握服务计算与云计算方向的

主要原理、技术框架、发展趋势

与研究挑战。 

中文 

13 嵌入式系统 选修课 3 冯向阳 

结合 STM32 的 ARM Cortex 嵌

入式 架构，掌握 ARM 嵌入式

的构成原 理、基于嵌入式的硬

件框架设计、 常用外围组件的

接口设计。掌握嵌 入式程序设

计和握嵌入式 I/O 口、 I2C 等

接口工作原理以及相应编 程。 

中文 

14 
计算机系统

结构 
选修课 3 臧思聪 

课程介绍计算机的系统结构和

功能 特性。掌握计算机系统结

构中的数 据表示和指令系统、

存储体系、中断与输入输出系

统、并行系统的互连网络、重叠

和流水处理、多处理机系统、机

群系统、并行程序设计模式等 

中文 

15 

ORACLE 数

据库结构与 

设计 

选修课 3 张鸽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 Oracle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概念，结构与

原理，认识数据库管理技术前沿

及挑战，并能进行 ORACLE 数据

库系统的设计与应用开发，培养

实践能力和跨学科创新探索精

神。 

中文 

16 
图像处理与

图像分析 
选修课 3 王宏健 

课程对图像工程中的图像分析

的概 念、原理、技术和方法进

行系统和 全面地介绍；结合图

像处理与图像 分析的全程应用

实例，使得学生了解和掌握图像

处理和分析的理论、方法和应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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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7 
智能感知与

边缘计算 
选修课 3 

蔡棽，冯

珍妮 

介绍智能感知，包括机器视觉、

智 能传感相关的常用算法和硬

件洗统，讲解边缘计算常用算法

的基本 原理，重点结合硬件系

统，详细地介绍包括实现机器视

觉在车牌识别、智能交通灯控

制、纺织、印染等典型应用领域

的过程。 

中文 

18 
深度学习与

应用实践 
选修课 3 王子剑 

介绍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的基

本原 理和建模方法，重点讲授

卷积神经 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

的原理及在计算机视觉和自然

语言处理中的应用。采用 Python 

语言为实践工具， 使学生掌握

深度学习的原理以及领域应用

分析能力。 

中文 

19 
纺织服装图

像识别 
选修课 2 罗辛 

掌握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基本

概念 和相关算法，了解纺织服

装领域的图像识别需求和应用

场景，掌握应用深度学习在图像

识别领域中的应用流程和方法，

解决纺织服装图像识别的实际

问题。 

中文 

20 
纺织智能制

造技术 
选修课 2 

李锋，赵

佳宝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

纺织基本流程，了解纺织行业智

能制造的现状和应用方式，以及

相关的技术要点。 

中文 

 

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成果名称 奖项类型 奖项等级 成果完成人 
单位署名

次序 

完成人

署名次

序 

获奖时间 

1 

新时代背景下“价

值引领、能力导向、

数字赋能”的纺纱

学课程建设 

“纺织之光”

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纺

织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王伟 1 10 2023-09 

2 

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IT 专业留学生培养

模式探索与实践 

“纺织之光”

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纺

织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李继云 1 1 2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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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纬交织，融合交

叉，大纺织特色化

IT 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纺织之光”

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纺

织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王宏健 1 6 2023-09 

4 

实践型纺织数字化

转型人才培养模式

设计与实现 

“纺织之光”

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纺

织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宋晖 1 4 2023-09 

5 

《网络攻防实践》

课程创新教学模式

研究 

“纺织之光”

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纺

织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李玮 1 2 2023-09 

6 

“四位一体”导向

的高校计算机实验

室全视野安全管理

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纺织之光”

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纺

织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张红 1 1 2023-09 

7 

创新实践教学模

式，提高信息化管

理水平：纺织高校

推动教育数字化转

型 的实践 

“纺织之光”

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纺

织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张红 1 5 2023-09 

8 

基于知识图谱技术

重构计算机系统与

网络知识体系的探

索与实践 

“纺织之光”

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纺

织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燕彩蓉 1 1 2023-09 

9 

特色引领，经纬融

合，大数据时代应

用统计硕士跨学科

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纺织之光”

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纺

织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宋晖 1 5 2023-09 

 

（四）导师指导 

1. 导师责任落实情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根据研究生部文件，制定了符合学院特点的《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与指导教师互选工作方案》，对于硕士研究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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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遴选条件、遴选办法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学院制定了《东华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学院关于研究生导师基本职责》、《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建设和管理办法》为保障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课程教学质量。 

此外，学院成立了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对导师培养学生的方式方法及规

范性方面进行指导。学院还定期召开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会议，针对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讨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严格执行东华大学及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所制定的各项导师指导学生管理制度。 

2.导师培训情况 

导师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主题 培训时间 培训人次 主办单位 备注 

1 

东华大学新聘

研究生导师培

训 

2023年 1月 6 
东华大学研究

生院 
  

2 
“四有导师学

院”在线研修 
2023年 12月 

76 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3 
研究生导师专

题培训会 

2023年4月4

日 

6 东华大学研究

生院 
  

4 
研究生导师产

教融合专题培 

2023年 5月

24日 

8 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上海市

学位委员会 

  

其他 

东华大学对于研究生导师培训具有严格的制度要求。《东华大学研究生

指导教师 资格认定与年度招生上岗审核办法》第九条规定：（一）导

师培训是提升研究生 指导能力，开展高质量研究生培养的必要手段。

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文件要求，结 合学校实际，完善新聘导师上岗培训、

在岗导师定期培训的学院、学校、上海和国家四级培训体系。（二）导

师参加本学院组织的相关培训，计 2 个积分/次； 导师参加学校组织

的相关培训，计 3 个积分/次；导师参加上海及国家相关培训， 计 5 

个积分/次。凡在各级培训中担任讲师的，在相应积分基础上加 2 个

积分/次。（三）导师在 3 年内须完成 5 个积分方具备招生上岗资格。 

 

（五）学术训练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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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活动名称 

活动形

式 
开展时间 

参加

人数 
教育内容(限 100字) 

1 《科学素养概论》 课程 
2023年 12

月 
84 

以课程形式，介绍科

学知识、科学的 研究

过程和方法以及科学

技术对社会 和个人

所产生的影响。进行

科学道德   与学术

规范、科学伦理教育。 

2 《论文写作指导》 课程 
2023 年 9

月 
203 

结合《东华大学关于

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

文与摘要的统一要

求》规定要求。 以论

文案例讲解撰写论文

时在选题题   目、内

容组织、科学表述、

摘要撰 写、图文规

范、排版要求等细节

的注 意事项，并给出 

CheckList。 

3 

研究生科学道

德与学风建设宣

讲报告会 

报告会 
2023年 12

月 
191 

以科技创新、学风

建设为主要内容，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营造良好创新氛

围。 

其

他 

将《科学素养概论》课程内容贯穿指导研究生入学、开题、答辩等各环

节，面向全体研究生全过程开展学术道德、规范和诚信教育。在课程结

束，研究生每人需提交学术规范调研报告。 持续向研究生导师发放教育

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编的《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

指南》（第一版、第二版）及 PPT 等教育材料，引导广大导师遵纪守法、

弘扬科学精神，严谨治学、反对浮躁作风，公开、公正、开展公平竞争，

互相尊重，发扬学术民主，以身作则、恪守学术规范。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1 唐逸飞 

Th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Information 

An Adaptive 

Drilling 

Sampling 
Method and 

Evaluation 

2023-10-25 澳大利亚-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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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Engineering

（WISE 

2023） 

Model for 

Large-Scale 

Streaming 

Data 

2  刘念 

The 33rd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eural 

Network

（IJCNN 

2023） 

Knowledge 

Graph 

Enhanced 

Sentential 

Relation 

Extraction 

via Dual 

Heterogeneou

s Graph 

Context 

Selection 

2023-06-19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3 张正奇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base 

Systems for 

Advanced 

Applications

（DASFAA 

2023） 

Semi-supervi

sed Learning 

for 

Fine-Grained 

Entity Typing 

with Mixed 

Label 

Smoothing 

and Pseudo 

Labeling 

2023-04-18 中国-天津 

4 黄世洲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base 

Systems for 

Advanced 

Applications

（DASFAA 

2023） 

A Unified 

Visual 

Prompt 

Tuning 

Framework 

with 

Mixture-of-E

xperts for 

Multimod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2023-04-18 中国-天津 

5 何威 

The 46th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SIGIR 

2023） 

Candidate-aw

are Graph 

Contrastive 

Learning for 

Recommenda

tion 

2023-07-24 线上 

6 郭媛媛 

The 17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informati

cs and 
Biomedicine

（BIBM 

Causal 

Attention-Bas

ed 

Lightweight 

and Efficient 

Cervical 

Cancer Cell 
Detection 

Model 

2023-12-05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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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七）培养质量 

1.学位论文质量情况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上海市

学位办的相关规定，学校发布了《东华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对研究生学

位过程：开题、中期检查、盲审、专家评阅和论文答辩进行全流程监控。 

学位点硕士学位论文送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学位论文质量

监测服务平台进行送审行盲审。迄今为止，本学位点双盲论文评审及上海市教委

论文抽审合格率均为 100%。 

2.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 

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项目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

作品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组织单

位名称 

组织单位类

型 

获奖人姓

名 

1 

“华为

杯”第二

十届中国

研究生数

学建模竞

赛 

 无 
全国三

等奖 

 

 

2023 年 12

月 

东南大

学 
其他 孙文倩 

2 

第八届上

海市大学

生网络安

全大赛

（信息安

全作品

赛） 

 无 三等奖 

 

 

2023 年 6

月 

上海市

教育委

员会、上

海市通

信管理

局 

政府 孙文倩 

 

（八）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 

 

硕士毕业生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 

类别 

党

政 

高等

教育

中

初

科

研

医

疗

其

他

国

有

民

营

三

资 

部

队 

自

主

升

学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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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关 

单位 等

教

育

单

位 

设

计

单

位 

卫

生

单

位 

事

业

单

位 

企

业 

企

业 

企

业 

创

业 

全日制 

硕士 
0 0 0 0 0 0 

1

6 
10 9 0 0 2 0 

非全日

制硕士 
             

 

四、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 

（一）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本年度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况。 

纵向、横向到校科研经费数 

年度 
数量（万元） 

纵向科研经费 横向科研经费 

 226.54 594.6 

地方政府投入超过 500万的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名

称 
投入单位名称 

项目经费（万

元） 
立项时间 

项目起止年月 

项目起

始年月 

项目

终止

年月 

1      

 

（二）支撑平台     

科研平台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情况。 

序号 平台名称 平台级别 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限 100字内） 

1 

东华万瑞智慧医

疗国家级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东

华大 

学与万达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上

国家级 

推动了传统的软件和医疗服务走向智

能化和数字化，对进一步加强学校工

程教育实践，促进行业企业深度参与

人才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并推动学生

全面参加校企协同研发项目，增强了

应用实践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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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

共建） 

2 
管理决策虚拟仿

真实验中心 
国家级 

为实验教学提供了先进的实验环境和

丰富的实验案例和应用场景，鼓励学

生进行探索和创新，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提升了他们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提升了教学质量。 

3 
数字化纺织服装

技术教育部工程

研 究中心 

 

省部级 

结合学校特色，利用学校纺织类一流

学科资源，发挥计算机知识在现代纺

织、印染和服装的推进作用，聚集纺

织服装领域的高端研究资源，形成培

养复合型人才的阵地和创新团队的摇

篮。 

4 
计算机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 
省部级 

建立实验室智能开放运行机制,为学

生自主实验提供条件保障,是以培养

本科生为主,本科生和研究生共用、具

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实践教学平台，提

高学生科技创新和工程实践的能力和

水平。 

5 

纺织工业人工智

能技术教育部工

程 研究中心 

  

省部级 

解决纺织产业链中质量、效率、成本、

服务等痛点问题，开展机器学习与纺

织工业大数据、自主智能系统与柔性

作业机器人、机器视觉与纺织品智能

检测等三个研究方向。建设纺织工业

人工智能应用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

果转化和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三个平

台，引领纺织工业智能化新技术发展

与产业升级。 

6 
上海软件人才联

合培养基地 
省部级 

集聚上海建设计算机软件战略科技高

地政策，采用政府、产业、高校和研

究院结合方式，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

和实践项目，发现学科问题和深入探

索解决方案，并掌握将科研成果转化

为产品的方法、步骤和途径。 

7 

东华大学-北大

信研院泛在计算

与工业大数据联

合实验室 

校级 

泛在计算与工业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旨

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打通产、学、

研、用价值链，将东华大学的特色产

业和科研资源与北大信研院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理论和产品相结合，通过教

学特色打造、科研成果转化、产业赋

能合作，共同探索产业核心技术难题。 

 



 16 

（三）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奖助学金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1 
国 家

奖学金 
奖学金 2 1 

2 
国 家

助学金 
助学金 62.4 104 

3 
学 业

奖学金 
奖学金 75.4 104 

 

五、学位点社会服务贡献情况 

学院先后率队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智慧医院信息化建设开展调研并

进行共建，赴上海市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研并开展共建，赴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就产教融合、科研合作、人才培养、人才招聘等进行调研并开展共建，赴江

苏徐州洽谈合作，并与徐州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深化产学研协

同创新，拓展学院办学资源。同时，学院积极承办或协办了中国自动化学会网络

信息服务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网络信息服务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中国计算机学

会软件工程和系统软件专委会“走进东华大学”活动、第七届 CCF未来计算机教

育峰会分论坛“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纺织特色院校计算机类人才培养体系构

建”、2023 中国软件大会、第四届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关键技术大会等一些列学

术活动，持续扩大学院的影响力，提升学院的学科与科研实力。 

六、改进措施 

（1）进一步完善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加强学术梯队建设，优化政策

激励机制，吸引海内外优秀学者加盟，为学科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和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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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2）加强与产业重要需求结合，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优化科研成果转化

流程，设立专项成果转化基金，与专业转化团队合作，推动高质量成果更高效地

服务于行业实际需求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