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写 说 明 

一、编写本报告是自我评估的重要环节之一，贯穿自我评估全过程。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只编写一份报告。 

三、本报告于 2022-2025 年每年 3 月前完成，报送研究生院和学科建

设办公室，统一脱密后在门户网站发布。 

四、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尽可能图文并茂。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

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五、本报告的各项内容统计时间以自评阶段每年 12 月底为截止时间。 

六、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内容应区分目前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专职

人员和兼职导师（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

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七、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

果奖励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

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之前署名

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八、本提纲为建议提纲，仅供参考，各项内容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 教育部关于开展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

（学位〔2020〕26 号）》等上级部门文件要求编写，各学位点可根据自

身建设情况进行修改，鼓励编写体现学科特色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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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依托于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数学系。2001 年获批数学

二级学科“计算数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获得数学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予权。本学位授权点涵盖基础数学、计算数学和应用数学 3个二级学

科方向，是内蒙古自治区 3个数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

建设，形成了计算数学和应用数学两个优势学科。学位点现有导师 28 名，

其中教授 11名，副教授 12 名，博士学位占比 100%。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教

学名师 2 名，内蒙古自治区杰青 1 名，入选“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3

名，“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 321 人才工程”一层次 2名、二层次 2 名、三

层次多名，“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奖”1 名，“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科技

英才”2 名。本年度专任教师承担国家级项目 6项，省部级项目 15 项，发

表科研论文 30 余篇。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 

1．培养目标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

向科技竞争前沿、面向当前和未来人才重大需求，立足内蒙古，走向全国，

培养的研究生应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科学素养和科研学术道德，

硕士研究生通过在本学科相关领域的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应掌握数学的

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相关数学应用技术，能够解决科学研究或实际工作

中的具体问题，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和发展趋势，具有研究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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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协作精神和适应发展能力，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比较熟练地掌握一

门外国语，能够进行外文文献阅读和写作，具有从事本学科相关领域的科

学研究、教学、工程、技术及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培养方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包括基础数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三

个学科方向，具体如下： 

基础数学方向，研究内容有算子理论及其应用、有限谱的微分、算子

及其矩阵表示问题、微分算子的特征值问题、孤子理论可积系统及应用问

题等。 

计算数学方向，研究内容有分数阶微积分方程的高精度数值方法、再

生核空间理论与方法、微分形式的吴方法、微分方程对称理论、非线性波

动方程数值解、数值逼近论等。 

应用数学方向，具体研究内容有流体力学中的数学问题、非线性大气

海洋动力学与地球流体力学、流体稳定性理论及生物数学等。 

（三）人才培养情况 

1. 2024年招生21人，考生基本信息如下表： 

  

初
试
总
成
绩 

超出国家线 10 分以

内 
超出国家线 10-20分 超出国家线 20-30 分 

超出国家线 30 分以

上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4 11% 1 5% 2 10% 1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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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毕
业
院
校 

本校 985/211 院校 
独立三本学

院 

其他全日制

院校 

成人及网络

教育 
同等学力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

例% 
人数 比例% 

1 5% 0 0% 1 5% 19 90% 0 0 0 0 

专
业
符
合
程
度 

前序专业与录取专业基

本相同 

前序专业与录取专业相

近 

前序专业与录取专业相

差较大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19 90% 0 0% 2 10% 

生
源
地 

第一生源地 第二生源地 第三生源地 

省份 人数 比例% 省份 人数 比例% 省份 人数 比例% 

内蒙

古 
7 33% 山东 4 19% 山西 3 14% 

来
源 

第一志愿 推免 调剂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8 38% 0 0 13 62% 

 

2.本年度授予学位数人数24人，就业24人，毕业生主要服务于边疆地区和

基层，且大部分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大力

支援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 

（一）就业情况统计 

年度 
学生 

类型 

毕业

生总

数 

授予学

位数 

就业情况 

就业人数

及就业率 
协议和合同

就业 

自

主

创

业 

灵

活

就

业 

升学 

境

内 

境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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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硕士 24 24 22 0 0 2 0 24(100%) 

（二）主要就业去向 

类型 就业单位/就读院校 

就业 

（不含升学） 

银行系统 中等教育

学校 

税务系统 其他 未就业 

人数及比例 0(0.0%) 12(50%) 0(0.0%) 10(41.7%) 0(0%) 

升学 

境内 科研院校     

人数及比

例 
2(8.3%)     

（三）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 

类别 

党政 

机关 

高

等

教

育

单

位 

中初

等教

育单

位 

科

研

设

计

单

位 

医疗

卫生

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有 

企业 

民营 

企业 

三资 

企业 
部队 其他 

硕士 

签约 
0 2 12 0 0 0 0 0 0 0 10 

 

3. 本学位授权点设置专业必修课程4门，专业选修课程13门，具体课程与

教学如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

型 

主讲人 所 在 院

系 

学

分 

授课语

言 

1 泛函分析 必修课 乌力吉，董小

梅 

理学院 3.5 中文 

2 矩阵理论 必修课 庞晶 理学院 3.0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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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学物理方程 必修课 陈小刚，宋

健，陈星宇，

刘海英 

理学院 3.5 中文 

4 数值分析 必修课 陈小刚，苏道

毕力格，崔继

峰，王玉兰 

理学院 3.0 中文 

5 抽象代数 选修课 吴妙玲 理学院 3.5 中文 

6 非线性问题的数学方法及

其应用 

选修课 白玉山，苏道

毕力格，云银

山 

理学院 3.5 中文 

7 最优化理论与计算 选修课 乌力吉 理学院 3.0 中文 

8 算子谱理论 选修课 高云兰 理学院 3.5 中文 

9 高等数学物理方法 选修课 陈小刚，李琨 理学院 3.5 中文 

10 理论流体力学 选修课 赵光普 理学院 3.0 中文 

11 常微分算子选讲 选修课 许美珍 理学院 3.0 中文 

12 Lie 群及其在微分方程中

的应用 

选修课 白玉山，云银

山 

理学院 3.0 中文 

13 分数阶微分方程选讲 选修课 王玉兰 理学院 3.5 中文 

14 凸分析 选修课 乌力吉 理学院 3.5 中文 

15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选修课 王玉兰 理学院 3.0 中文 

16 生物数学 选修课 胡秀珍，冯振

兴 

理学院 3.0 中文 

17 生物信息学 选修课 冯振兴 理学院 3.0 中文 

 

4. 2024年研究生发表论文40余篇，代表性成果如下：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刊、年、卷、期 
收录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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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流纬向切变下的稳定辐射斜

压位涡 
刘楠,宋健 

应用数学和力学 , 2024, 

45(1):120-126 

CSC

D 

2 

Inverse Spectral Problem for 

Sturm-Liouville Operator with 

Boundary and Jump Conditions 

Dependent on the Spectral 

Parameter 

Hui Zhao, Jijun 

Ao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2024, 12:982-996 

 

3 
微通道中一类生物流体在高 Zeta

势下的电渗流及传热特性 

慕江勇,崔继峰,

陈小刚,赵毅康,

田祎琳,于欣如,

袁满玉 

物理学报 , 2024,73(6)：

064701-12 
SCI 

4 

Eigenvalue properties of 

Sturm-Liouville problems with 

transmission conditions dependent 

on the eigenparameter 

Lanfang Zhang, 

Jijun Ao, Na 

Zhang 

Electronic Research 

Archive, 2024, 

32(3):1844-1863 

SCI 

5 

The exact solutions of Schrödinger

– Hirota equation based on the 

auxiliary equation method 

Yajun Du, 

Tianle Yin, Jing 

Pang 

Optical and Quantum 

Electronics,2024,56:712 
SCI 

6 

Dependence of eigenvalues for 

higher odd-order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Antong Ji, 

Meizhen Xu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2024, 

467:128487 

SCI 

7 
拉曼光谱联合 WOA 特征筛选的

矿井水源识别方法研究 

周茗皓,陈小刚, 

崔继峰 , 卞凯 , 

胡锋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2024, 

44(4):1039-1044 
SCI 

8 

Effect of Submesoscale Topography 

on Baroclinic Instability Under the 

Quadric Shear Basic Zona lFlow 

Hui Liu, Jing 

Yu, Jian Song 

Pure and Applied 

Geophysics, 2024, 

181(05):2051-2062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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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ultiple rogue wave solutions of 

the (1+1)-dimensional 

Benjamin-Ono equation 

Wenbo Ma, 

Sudao Bilige 

Physica Scripta,2024, 99: 

065219. 
SCI 

10 
基于空间转录组学数据的空间域

识别算法综述 

冯振兴,尚文婧,

司佳宝,孔令娇,

龙春伸 

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 2024, 1-10 

北大

核心 

11 

Research on pattern dynamics 

behavior of a fractional 

vegetation-water model in arid flat 

environment 

Xiaolong Gao, 

Haolu Zhang, 

Yulan Wang, 

Zhiyuan Li 

Fractal and Fractional, 

2024, 8(5):264 
SCI 

12 

Research chaotic dynamic behavior 

of a fractional-order financial 

system with constant inelastic 

demand 

Xiaolong Gao, 

Zhiyuan Li, 

Yulan Wa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 

2024, 34(9):2450111 

SCI 

13 

带谱参数边界条件的二维向量型

Sturm-Liouville 问题特征值的依赖

性 

张岚芳,敖继军,

韩仪鹏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自

然 科 学 版 ） , 2024, 

43(04):289-295 

 

14 

The electro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and streaming potential 

analytical solutions of couple stress 

nanofluids in the circular 

polyelectrolyte-grafted nanochannel 

Yue Zhang, 

Guangpu Zhao, 

Bo Xue, 

Mandula Buren, 

Yongjun Jian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 2024, 91:807-827 
SCI 

15 
一类内部点条件含有谱参数的二

阶微分算子的特征值 
刘薇,许美珍 

数 学 物 理 学 报 , 2024, 

44(04):815-828 

CSC

D 

16 

平行板微通道中一类不可压缩微

极性流体在高 Zeta 势下的时间周

期电渗流 

于欣如,崔继峰,

陈小刚,慕江勇,

乔煜然 

物 理 学 报 , 2024, 

73(16):135-147 
SCI 

17 Hirota Bilinear Approach to Yushan Bai, Mathematics, 2024,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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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omponent Nonlocal 

Nonlinear Schrödinger Equations 

Lina Zheng, 

Wenxiu Ma, 

Yinshan Yun 

12(16):2594 

18 

The electro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analysis of viscoelastic 

Maxwell nanofluids with couple 

stress in circular microchannels 

Yue Zhang, 

Guangpu Zhao, 

Yaxin Hou, Jiali 

Zhang, Bo Xue 

Physics of Fluids, 2024, 

36(9):093106 
SCI 

19 

Electro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of 

two immiscible Newtonian fluids 

with pressure-dependent viscosities 

in the microchannel 

Xue Gao, 

Guangpu Zhao, 

Ying Zhang, 

Yue Zhang, 

Zhiqiang Wang 

Th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Plus, 2024, 

139:788 

SCI 

20 

Novel interaction solutions to the 

(3+1)-dimensional Hirota bilinear 

equation by using bilinear neural 

network 

Wenbo Ma, 

Sudao Bilige 

Modern Physics Letters B, 

2024, 38(29): 2450240 
SCI 

21 

(2+1) 维 potential 

Kadomtsev-Petviashvili 方程的有

理解 

董蕙,庞晶,尹天

乐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自

然 科 学

版）,2024,43(6):481-488 

 

22 
融合单残基信息的U-RF算法识别

配体结合位点 

陈少华,胡秀珍,

胡慧敏,姚雨倩 

内蒙古大学学报 , 2024, 

55(02):183-192 
 

23 

Electro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of 

nanofluidsin porous microtubes 

with Green’s function 

Xue Gao, 

Guangpu Zhao, 

Ying Zhang, 

Yue Zhang 

Open Physics, 2023, 21: 

20230173 
SCI 

24 

Effect of Soret diffusion on the 

growth of spherical crystals in 

supercooled alloy melts under 

Xiaoxia Liu, 

Hailong Fan, 

Yanyan Shan 

PloSone,2024,19(11):e031

3150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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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illatory flow 

25 

Research on pattern dynamics of a 

class of predator-prey model with 

interval biological coefficients for 

capture 

Xiaolong Gao, 

Haolu Zhang, 

Xiaoyu Li 

AIMS Mathematics, 2024, 

9(7):18506-18527 
SCI 

26 

A composite scaling network of 

EfficientNet for improving spatial 

domain identification performance 

Yanan Zhao, 

Chunshen Long, 

Wenjing Shang, 

Zhihao Si, 

Zhigang Liu, 

Zhenxing Feng, 

Yongchun Zuo 

Communications Biology, 

2024, 7:1567 
SCI 

27 
乳腺癌空间转录组数据集上基于

深度学习的 EnST 算法研究 

赵雅楠,尹娜,司

志好,尚文婧,冯

振兴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自

然 科 学 版 ） , 2024, 

43(03):200-205 

 

28 

Lie Symmetry Analysis and 

Conservation Laws of Fractional 

Benjamin–Ono Equation 

Hui Liu, 

Yinshan Yun 

Symmetry, 2024, 

16(4):473 
SCI 

29 
含任意函数的KPI方程的Lie对称

分析及其相似约化 
吴雅兰,云银山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 2023, 

44(05):44-53 

 

30 
一类具有复权函数和两个不连续

点的 Dirac 算子的逆问题 
刘杰,高云兰 

內蒙古工业大学学报（自

然 科 学 版 ） , 2024, 

43(01):6-11 

 

31 
一类边界条件中含有谱参数的

Dirac 算子的谱性质 
王文涛,高云兰 

应 用 数 学 进 展 , 2024, 

13(11): 4728-4741. 
 

32 
非线性算子方程 XAX=BX 的可解

性及其解 
吴敬松,王华 

高校应用数学学报, 2024, 

39(4): 46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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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riple reverse order law for the 

Drazin inverse 

Hua Wang, 

Chengcheng 

Zhong 

Appl. Math. J. Chinese 

Univ. 2024, 39(1): 55-68 
SCI 

34 一类非线性算子方程的解 刘畅,王华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

然 科 学

版),2024,45(1):84-92 

 

 

5. 2024年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具体活动如下： 

序号 会议名称 参会学生 
参会形式主办

单位 
会议时间 

1 
内蒙古工业大学第二届研

究生创新论坛 
刘慧 

线下参会；内蒙

古工业大学 
2024.06.29 

2 魅力数学学术交流大会 李非凡 
线下参会；中国

数学会 

2024.7.26-

2024.7.29 

3 
第十三届全国流体力学学

术会议 
刘慧，于晶 

线下参会；中国

力学学会 

2024.08.09

-2024.08.1

3 

4 
第十三届全国算子理论与

算子代数会议 
靳小菊 

线下参会；山西

大学 

2024.8.19-

23 

5 

内蒙古自治区数学学会

2024 年学术年会暨党建

工作会议会议 

杜雅君 

线下参会；内蒙

古自治区数学

学会 

2024.07.05

-08 

 

（四）师资队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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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数学学位点现有硕士生导师28名（博士生导师7名），其中教授10名，副教

授12名。师资队伍中有内蒙古自治区教学名师2名，内蒙古自治区杰青1名，内蒙

古自治区草原英才3名，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一层次2名、二层次2

名、三层次多名。本年度荣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主持国家级

项目6项，自治区级项目15项，发表中外文论文30多篇。论文数量与质量显著提

升，研究成果获得同行广泛的认可。 

专任教师队伍结构 

专业

技术

职务 

合

计 

35 岁

及以

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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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0 1 7 3 0 11 0 6 11 

副教

授 
12 0 7 5 0 0 12 1 1 12 

其他 5 5 0 0 0 0 5 0 0 5 

总计 28 5 7 12 3 0 28 1 7 28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

得单位(人

数最多的 5

所) 

内蒙古

工业大

学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

学 
中科院 

上海交通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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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及比例 4(16%) 15(60%) 2(8%) 2(8%) 1(4.0%) 

生师

比 
专任教师生师比 2.2:1 

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位点综合实力和知名度，本学位点还柔性引进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定期与学位点师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并承担一定的人

才培养与科研工作，为学科发展提供积极帮助。本学位点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

和学者来校进行学术交流和师资培训。 

2  代表性教师基本情况 

学科方向1 基础数学 

序
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
技术
职务 

最高
学位 

本单
位工
作年
限 

年
均
课
时
数 

主要研究
方向 

其他情况简介 

1 敖继军 46 教授 博士 14 300 
常微分算

谱理论 

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40 余篇。主持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3

项，内蒙古自然科学基

金 3 项，获自治区优秀

博士论文、自治区杰青。 

2 王华 49 教授 博士 24 300 
算子理论

及其应用 

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

世纪 321 人才工程”二

层次。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 项，省级项目

5 项。 

3 齐雅茹 42 
副教

授 
博士 10 350 

算子理论

及其应用 

入选内蒙古自治区“321

人才工程”三层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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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0 余篇，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内

蒙古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4 高云兰 52 
副教

授 
博士 30 300 

常微分算

子及其应

用 

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持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5 

 

许美珍 

 

55 
副教

授 
博士 13 300 

微分算子

及其应用 

发表科研论文 10 余篇，

主持内蒙古自然科学基

金 1 项，校级科研项目

4 项。 

学科方向 2 计算数学 

1 
苏道毕 

力格 
49 教授 博士 25 196 

孤立子理

论与可积

系统、符号

计算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

才、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入选自治区 321 人才工

程”第一层次。发表论文

被 SCI 收录 51 篇，其

中高被引论文 3 篇、热

点论文 2 篇。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

级项目 5 项。 

2 

 

王玉兰 

 

56 教授 博士 29 296 

分数阶微

分方程高

精度数值 

方法；再生

核空间理

论 

自治区“321 人才工程”

第一层次。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被 SCI 收录

41 篇。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 项，4 项省级

项目。 

3 庞晶 61 教授 博士 35 160 孤子理论 发表论文被 SCI、EI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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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积系统

及应用；力

学中的数

学问题 

录 20 余篇。主持省级重

点实验室，省级优秀教

学团队负责人。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4 云银山 46 教授 博士 23 300 

Lie 对称；

Adomian 

分解法；非

线性微 

分方程 

入选内蒙古自治区“321 

人才工程”第 3 层次。发

表论文 20 余篇，被 SCI 

收录 10 余篇。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

级项目 3 项。 

5 白玉山 59 
副教

授 
博士 26 300 

孤子理论

可积系统

及应用 

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

省级项目 5 项。 

学科方向3 应用数学 

1 宋健 54 教授 博士 18 300 

地球流体

力学；非线

性大气动

力学 

发表论文 3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 15 篇。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1 项，省级项目 5 项。 

2 陈小刚 56 教授 博士 34 252 

数学物理；

偏微分方

程理论与

数值计算；

流体力学

中的数学

问题 

入选自治区“321 人才

工程”第二层次。发表论

文 30 余篇，其中被 SCI 

收录 17 篇。主持省级

项目 3 项。 

3 崔继峰 40 
副教

授 
博士 9 350 

非线性力

学 

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

世纪 321 人才工程”三

层次，发表论文 3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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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SCI 收录 26 篇，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级项目 3 项。 

4 赵光普 40 
副教

授 
博士 8 350 

微纳流体

力学 

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

世纪 321 人才工程”三

层次，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 项，省级项目

4 项。 

5 冯振兴 36 
副教

授 
博士 6 350 生物数学 

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持

省级项目 3 项。 

（五） 科学研究情况 

1. 本年度在研项目 

项目来源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时间 
金

费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气候场演化的界扉熵分析 宋健 2023.01-2026.12 5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内部点条件带有谱参数的微分算子的

研究 
敖继军 2023.01-2026.12 2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无界算子矩阵的谱估计及其在力学中

的应用 
齐雅如 2023.01-2026.12 2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弹性力学中的一些非线性模型的对称

及其近似解析解 
云银山 2022.01-2025.12 3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双线性神经网络方法和非线性波的研

究 

苏道毕

力格 
2021.01-2024.12 32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若干高维强非线性振动系统的高精度

解析近似解研究 
崔继峰 2021.01-2024.12 37 

省级科研 

项目 

粘性依赖压力条件下流体的电粘性及

能量转化 
陈星宇 

2024.01- 

2026.12 
10 

省级科研 

项目 

融合 EfficientNet 的邻域互补混合视图

图卷积网络识别空间域的算法优化研
冯振兴 

2024.01- 

2026.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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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平台及重大仪器设备 

究 

省级科研 

项目 

内蒙古地区天气现象和天气系统涌现

性研究 
宋健 

2024.01- 

2026.12 
10 

省级科研 

项目 

非线性演化方程的混合解及其动力学

特性的研究 
王晓民 

2024.01- 

2026.12 
10 

省级科研 

项目 

Rossby 参数对大气长波-Rossby 波影

响的研究 
宋健 

2023.01-2025.1

2 
6 

省级科研 

项目 

Hilbert 空间中有界线性算子数值半径

的研究 
董小梅 

2023.01-2025.1

2 
10 

省级科研 

项目 

基于微分特征列方法和人工神经网络

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 Lie

对称分析 

白玉山 
2023.01-2025.1

2 
10 

省级科研 

项目 

基于多组学的远端增强子靶启动子的

识别 
冯振兴 

2023.01-2025.1

2 
5 

省级科研 

项目 

多孔介质微通道中纳米流体的

Non-Fourier 传热研究 
赵光普 

2023.01-2025.1

2 
10 

省级科研 

项目 

多孔介质微通道中纳米流体的电动能

量 
赵光普 

2023.01-2025.1

2 
6 

省级科研 

项目 

微管道中纳米流体的电动能量转化研

究 
赵光普 

2023.01-2025.1

2 
5 

省级科研 

项目 
矩阵特征值反问题及其应用 张澜 

2023.01-2025.1

2 
10 

省级科研 

项目 

几类转移条件含特征参数的微分算子

的谱问题 
许美珍 

2023.01-2025.1

2 
10 

省级人才项

目 
Hilbert 空间中算子方程的可解性研究 王华 

2022.01-2024.1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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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仪器设备
名称与型

号 

生产厂
家 

（国别） 
价值 

建账 
时间 

参与学
科情况 

对本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的支撑作用

（限 100 字） 

1 
人工智能
GPU 高性
能服务器 

浪潮
NF5180

M5 

22.5
万 

201911 3(40%) 人工智能 GPU 高性能服务器 

2 
大数据高
性能计算
服务平台 

浪潮管
理平台
Cluster 
Engine 

14．5
万 

201911 3(40%) 大数据高性能计算服务平台 

3 
管理服务

器 

浪潮
NF5180

M5 

6.65
万 

201911 3(40%) 管理服务器 

4 
机房整体
集成安装 

巨鹏公
司定制 

18.9
万 

201911 3(40%) 机房整体集成安装 

（六）服务贡献 

本学位点所属数学一级学科是内蒙古地区 3 个数学一级学科之一。现

有导师 28 名，承担着数学一级学科全部专业课程、全校博硕士和本科学

生公共基础课的教学任务。教师团队是一支素质高、服务意识强，并有较

好科研能力的师资队伍。导师积极参加社会各级各类服务活动，1 名导师

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数学学会副理事长，3 名导师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常务理

事；1 名导师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指导教师，

多人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省级项目评审专家。到目前为止已培养硕士研究生

240 名左右，这些学生遍布区内外，他们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突出成绩，有

的已成为单位的专家骨干人才。多年来，数学学科紧密结合内蒙古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立足首府，服务自治区，辐射周边省市地区，已形成了鲜

明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以及人才培养方式。特别在数学类少数民族高素

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学学科也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培养理工

科高素质人才、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的重要基地，为地区的科

技及经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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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张润发硕士期间提出了双线性神经网络方法，入选 2023 年度

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毕业生卢磊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他紧密

结合自身学科研究内容，与复旦大学进行合作，研究金融工程中期权、期

货及其衍生品定价等经济问题，国内最早设计出商品场外期权团队，6 个

月的时间从零做到百亿体量。他先后担任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期权产品

经理、上海俊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国际云安全联盟数字资产研究

中心特聘专家，现就职特定资产处置（中国）有限公司，全面负责虚拟货

币处置、协调上下游客户之间的服务对接、对特定资产合规管理等工作。 

学位点一方面立足少数民族数学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了一批

优秀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大部分都在内蒙古地区工作，

为本地区的教育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毕业生额尔敦布和在呼和浩特民

族学院任教，为该校的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并且已成为该校数学学科带

头人，学术委员会委员，副校长，学校数学分析系列课程蒙汉双语教学团

队带头人、内蒙古数学学会理事和内蒙古回国人员联谊会理事等。另一方

面，学位点注重培养面向中小学培养专业型的教学人才。本年度约 90%的

毕业生以教师招考、特岗教师以及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式进入中小学，充

实了中小学师资队伍，提升了本地区中小学教师学历层次，提高了该地区

中小学数学的教育教学水平。例如刘楠入职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小学等。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学位点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严格贯彻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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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巡察。立足专业特点，紧密结合学生思想特点，开展学

生思想动态调查、学生思想状况分析、特殊群体摸底掌握，分类指导，有

针对性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具体措施有： 

1.数学和统计学硕士研究生党支部每周四集中例行学习，其余时间自

主学习，并不定期开展党日活动，切实增强学生党员的思想政治方向。支

部集中专题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抓好民族团结之本，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支部意识形态

工作主体责任，抓好学习宣传教育，严格阵地管理，实行“一事一报”制

度，增强掌控能力。严格贯彻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常态化推进意识形态

工作巡察。立足专业特点，紧密结合学生思想特点，学位点开展学生思想

动态调查、学生思想状况分析、特殊群体摸底掌握，分类指导，有针对性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2.学院建立科研主管、科研秘书、学位点负责人及专职辅导员的三级

管理体系，设置“接诉即办”专岗，专人负责解决研究生生活学习中遇到

的各类问题，以上诸多有效措施获得广大研究生一致认可，满意度调查较

高。 

3.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筑牢意识形态阵地，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学生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机制。认真贯彻学

习习总书记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

组织生活会、主题班会、课题组研讨会、专家讲课及“学习强国”APP 等，

全面提升学位点学生的四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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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1. 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目标，树立全员育人、全员思政的理

念，打造兼具学术素养与政治素养的思政队伍。将立德树人思想融入到教

师的教学全过程，将“三全育人”贯穿到各项工作和活动中切实构建“十

大”育人体系，并形成行之有效的机制。 

2.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有：学位公共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32学时；公共选修课《自然辩证法概论》及《马克思主

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各16学时。 

3.以科学兴趣驱动学习、重视对学生“双基”的教育，推进专业课程与

思政元素有机融合。通过开设《泛函分析》、《抽象代数》等基础课程，

结合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展现数学在国家重大需求中的关键作用，

激发学生的使命担当。同时，融合日常生活加深学生对数学原理广泛性、

趣味性的理解，驱动科学兴趣学习。开展数学课程的思政教学，引入华罗

庚、陈省身、吴文俊等科学家的励志人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提高学

生的科学素养。 

（三）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 

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是整个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

今我院研究生校园文化的现状，应立足于研究生全面发展，提升研究生的

综合素质，全面推进研究生的校园文化建设，培养新时代综合人才。并从

以下三个方面做简要报告： 

1. 研究生学风制度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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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执行《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和导师学术行为规范实施办法》、

《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实施办法》、《内蒙古工业

大学加强学位论文过程管理的指导意见》、《内蒙古工业大学预防与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等文件，进一步明确和加强学术规范、学术道德

的内容与要求，健全培养体系，完善监督制度。 

本学位点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活动对德育工作的思想引领作用，加强指

导，通过学院研究生分会和研究生支部指导各类校园文化活动的展开，把

握活动的政治方向和教育主题，例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

育活动。另外，学位点把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内容进

行宣传；通过论文报告会、主题班会等定期开展研究生学术道德主题教育

活动。这些措施对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净化学术氛围，促进学术诚信，倡

导科学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年度本学位点导师和研究生无任何师

德师风及学术不端问题。 

2. 研究生社会服务情况 

本学位点依托理学院自治区大学生创新实践科普示范基地，组织师生

志愿者团队，定期深入新城区青山小学、呼哈路小学、内蒙古科技馆等开

展科普宣传和教育帮扶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养，

也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3.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情况 

按照《内蒙古工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预警五级网络建设管理办法》

要求，我院心理辅导站站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站长、辅导站成员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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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班主任组成领导小组成员，再加上导师的积极参与，通力合作，完成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预及心理信息动态化管理等系列工作。此

外，“新生心理健康普查工作”以及“3・25 心理健康宣传周活动”已成为学

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常规性工作，较好地关注了研究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另外，通过开展歌唱比赛、知识竞赛、趣味运动会、棋牌比赛等健

康向上、愉悦身心的活动，吸引大部分研究生参加，丰富研究生的课余文

化生活。活动应立足于研究生身心全面发展，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全

面推进研究生的校园文化建设，对研究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 

（四）研究生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理学院的研究生规模较大，配有专职人员 2 名管理和服务研究生，建

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行为管理与培养管理的有效联动机制。使研

究生的教育、培养、管理在内容、形式和不同层面上立体覆盖。构建以学

生为本，将“教育、管理、服务、发展”融为一体的发展型工作模式，以保

证研究生管理工作做到科学、有序、高效。 

学位点根据实际情况遵循法制原则将权益保障制度精细化，进而得到

有效实施，完善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并使研究生的各项权益受到法律法

规的保护，也使得研究生的学习生涯能够更为顺利的进行。坚持民主性原

则，让研究生对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有一定的知情权、参与

权、监督权，充分调动研究生的主体能动性，并鼓励他们自愿参与到研究

生权益保障制度化建设中，进而保障他们自由全面的发展。加强研究生对

权益保障制度的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有助于制度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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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生活满意度是一种对生活学习的感受或态度，反应了学生在学期

间希望达到的满意程度。根据调查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1. 大部

分学生对课程的安排满意并积极主动去学习，极个别学生对安排课程没有

兴趣而被动学习。2. 大部分学生对奖学金的评定上分不同等级是满意的。

3. 学生对导师的品行、科研能力以及导师的指导方式和态度绝大部分学生

的满意度较高。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方面 

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方面，具体有如下措施： 

1.科学完善课程体系建设 

学位点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编写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进一步完

善学位点主干方向的课程体系。赋予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方案、培养过程设

计和毕业考核等方面一定的自主权，充分调动导师积极开设专业课程，增

加课程体系的多样性,丰富本学科研究生的学习维度。 

2. 大力推进课程教学改革 

本年度积极开展教改研究，学位点获批《数值分析》校级课程教改项

目 1 项，完成《数学物理方程》校级课程教改项目 1项。近几年根据学生

在本科期间的学习情况，结合本学位点培养质量要求，精心组织专业基础

课教学，使学生尽快适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特别是在《泛函分析》、《抽

象代数》等核心基础课教学中，下沉到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等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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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学生在本科学习中并没有掌握好的知识。根据课程性质大力推进课程

教学方式的改进，提高教学质量。为了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思维和创新意识，

优化专业课教学内容，将相关科研课题前沿研究动态引入到课堂教学中；

为了培养学生探究式学习能力，采取讨论式、任务式、演示式、案例式等

多种教学方式，教学效果显著提高。 

（二）导师选拔培训与师德师风建设方面 

1.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导师遴选工作

按照《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

执行。对符合招生条件的教师，尽快吸纳，而对不符合要求的导师，停止

招收研究生，做到导师遴选中有进有退，有上有下。实施导师数量控制，

不盲目扩张导师队伍。明确导师第一责任人，力求将学术道德和思想道德

贯穿整个研究生教育过程，以身作则，抵制学术不端。在新修订的《数学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2021 版）》中，加强了研究生指

导的过程管理，要求导师定期通过开展研究小组会议了解学生学习及生活

情况，对学生的研究进度进行跟踪、指导，关心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配合

就业指导办公室，给予学生就业或进一步深造的指导。 

2.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根据《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文件要

求，研究生入学后，指导教师应按照学科培养方案的要求，根据因材施教

的原则，结合研究生本人的特点和课题研究计划，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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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经学院和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后执行。个人课程计划批准后应严格执行，

如确需变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变动手续。导师应针对学生的专业背

景、兴趣爱好和特长制定研究内容，最好能结合导师自己的研究课题，指

导研究生在不晚于第四学期结束前进行开题。开题报告以研究生汇报，专

家提问的方式进行。研究生教学督导组专家将按一定比例抽查开题报告。

研究生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应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应具有创新性、

先进性和一定的工作量，要求在国际或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撰写必须符合学校所

要求的撰写规范。指导教师参与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但应以激发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为主。 

3. 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方面，贯彻落实《内蒙古工业大学关于建立健

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着力推动师德建设工作常态化、制度

化。 

(1)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学位点严格落实学院制定的

师德师风建设方案，组织开展“我是党员我带头”等师德师风主题教育活

动。通过党员带头“学、说、做、改”等活动形式，进一步加强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强化党建引领，全面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

素质。健全教师理论学习制度，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学习。 

(2) 持续做好日常宣传教育，坚持思想铸魂、价值导向和党建引领。

学位点对学习内容、形式、考核等做出明确要求；明确、细化师德修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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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纪律规范；通过组织新教师或新导师入职宣誓、专题报告、师德座谈

会等活动，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完善包括新导师岗前培训、辅导

员培训、各类专题培训等在内的师德教育培训体系，开设理想信念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专题课程。将

日常教育作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点，通过课堂育德、典型树德、规则立德，

将教师的师德涵养与教育教学工作、立德树人实践结合，在育人实践中锤

炼高尚道德情操。 

(3) 不断完善师德师风考核评价机制。把师德表现作为职称评审、岗位

聘任、评优奖励的首要要求，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严把教师聘用政

治关、道德关和业务关，将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作为首要考察内容，

确保聘用的每一位导师政治合格、业务精良。将师德师风要求融入导师管

理各环节。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做在日常、严在日常，在导师的聘任、考

核评价、日常监督与违规惩处等方面，严格师德师风要求，突出师德师风

第一标准。 

（三）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方面 

为规范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管理，进一步调动研究生自觉参加学术活

动的积极性，追踪科学前沿，拓宽知识面，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展示

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促进学科的交叉与渗透，活跃学术气氛，学位点严格

执行学校出台的《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基本要求》，将研

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列入了研究生培养的必修环节。 

学位点采取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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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新修订的《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

案-数学（2021 版）》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学位授

予标准-数学（2021版）》中，明确了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质”和“量”。 

2.在各级奖助学金评定体系中明确规定了涉及加分内容，包括参加国

内外学术会议、所做的大会报告、参会论文等，以资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术

交流。 

3.鼓励导师团队承办或协办国内外学术会议，学院和学位点为会议的

举办提供支持。 

4.定期邀请院士、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外聘导师来校进行讲学、讲

座，以此来增加学位点与外校的科研交流与合作，开拓我校在读研究生的

学术视野。 

5.落实《内蒙古工业大学资助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管理办法》

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资助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实施细则》，

为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提供资金资助。 

6.学位点在招生资格认定和考核时，要求每位导师在账经费不低于 5

万元；同时按照 1500/年/生的标准发放研究生业务费，以保障研究生开展

科研训练。 

（四）研究生奖助方面 

贯彻落实学校《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内蒙

古工业大学研究生自治区奖学金评审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评审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张晨鼎教授奖励基金管理条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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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学业成绩考核指标体系》《内蒙古工业大学研

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等文件，学院和学位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配套

办法并且定期修订《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办法》，突

出奖助金评审办法的导向作用。具体奖助如下： 

奖助

体系

构成 

设置目的 奖助标准 

覆盖

率

（%） 

国家

奖学

金 

发展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促

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

研究生培养质量。 

博士研究生标准为每生 3 万元；硕

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 2 万元。 
3.7% 

自治

区奖

学金 

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

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博士

研究生每生每年12000元，硕士研究

生每生每年8000元。 

3.9% 

国家

助学

金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

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

在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

度的情况下更好地支持研究生

顺利完成学业。 

博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1.2

万元；硕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

年 0.8 万元。 

100% 

学业

奖学

金 

发展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促

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

研究生培养质量，鼓励更多的

研究生在学业、科研、社会公

益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 

一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10000 元/

生·年，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的 20%；

二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8000 元 /

生·年，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的 30%；

三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6000 元/生，

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的 50%。 

100% 

研究

生专

项奖

学金 

旨在促进学校研究生教育事业

的发展，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

博士、硕士研究生。 

张晨鼎奖学金一等 2000，二等 1500。 择优 

助研

岗位 

提高我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

进一步发挥研究生在教学、科

研、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提

高研究生综合素质。 

1.研究生助管岗位津贴由学校统一

发放，执行当年学校标准。2.研究生

助管岗位津贴每学期按 5 个月发放。

每月由研究生工作部将津贴报表送

达计财处，由计财处分发至受聘研究

生个人账户。 

择优 

助管

岗位 

提高我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

进一步发挥研究生在教学、科

研、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提

高研究生综合素质。 

助研岗位津贴的经费来源为导师或

课题组的科研经费；助研岗位津贴的

指导标准：博士研究生 300 元 /

月·生，硕士研究生不低于 100 元/

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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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保证方面 

学位点执行《内蒙古工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内蒙古工业大

学加强学位论文过程管理的指导意见》、《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

学位申请及授予基本要求》、《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实施办法》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

办法》等文件，对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和毕业评定进行了严格的规范。 

本学位点制定了配套的实施细则，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 

1.通过扩大招生宣传提高第一志愿录取率，保障生源质量。 

2.通过规范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及学位论文的写作格式标准；

通过修订《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数学

（2021 版）》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标准-

数学（2021版）》，强化了培养全程监，建立了分流淘汰机制等措施。 

3.通过创新质量监控和督导机制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培养全过程

监控。线下常态化进行师生意见征求，线上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与学生网

上评教，形成网格化质量监控机制；开展常规与专项检查、线上与线下检

查、全面和个别抽查有机结合，建立定期听课巡视制度，形成全方位教育

月·生；助研津贴可按月支付或按年

度支付给研究生。 

助教

岗位 

提高我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

进一步发挥研究生在教学、科

研、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提

高研究生综合素质。 

按学校当年制定的标准执行 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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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机制。将监控督导信息快速准确地反馈到教师个人、学科、学院

或相关部门，明确整改期限，定期跟进复查。 

4.组织专家对拟申请答辩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预审，严把论文

质量关；实行硕士论文全盲审制度，保障学位论文质量。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及创新做法 

上一年度，研究生教育存在诸如培养模式较为单一、教学方法缺乏创

新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年度研究生教育进行了以下改革和创新： 

1.一贯式培养：实施“本硕贯通”一贯式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在

更长的周期内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鼓励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培养模式，

以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2.引入创新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团队合作学习法、项目驱动学

习法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推广信息技术手段，丰富教学资

源和学习方式。 

3.推动产学研结合：积极探索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产

学研结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本年度研究生教育在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改

革和创新，旨在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和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高层次的

人才。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研究生教育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和

评估，确保教育质量。 

五、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 研究生招生名额较少，无法满足现有导师的招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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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才引进不足，紧缺本学科优秀人才，学位点大部分导师承担着全

校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博士生的数学基础课和数学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导

致导师们的教学工作量繁重。 

六、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 加强与内地高校的科研合作，联合开展项目研究和科研基地建设，

组建和优化高水平科研团队，提高学位点国内知名度，积极争取学位点硕

士生招生名额。 

2. 加强宣传提高本学位点影响力，将继续积极联络、引进具有博士学

位人才，积极联系高等院校数学博士和本校硕士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的优

秀学生来我校工作。 

 

 

院长（签字）：  

学位授权点负责人（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