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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浙江工商大学应用统计硕士是 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批

批准的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设在统计与数学学院。学位点主要包括

社会经济统计方法及其应用、金融统计方法及其应用和大数据统计方

法及其应用 3个研究方向。

导师伍队结构合理，实力雄厚。依托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应

用统计专业学位点形成以高层次人才为引领，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导

师队伍。目前共有导师 43人，其中教授 31人，副教授 12人，有博士

学位的教师占比达 97.67%。

学位点生源充足，就业情况良好。近两年，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点

总报考人数超过 700人，实际录取 152人，其中 2020年录取 67人，

2021年录取 85人。近两年，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共 70人，研究生就业

情况良好，就业率均达到 100%，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本省和经济较发

达的东部地区；就业行业广泛，主要供职于互联网、金融和信息技术

和教育服务等行业。

科研与实践成果丰硕，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强力支撑。学位点

围绕国民经济及行业发展热点、重点和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大力开

展统计监测评估与预警分析，利用大数据统计方法开展广泛应用，特

别是对海洋经济评估、跨境电子商务监测、R&D资本核算、商贸流通

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近两年在《中国科学 A辑（数学）》、《统计

研究》、《EUROPEAN JOURNALOF OPERATIONALRESEARCH》等

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研究论文 150余篇，出版各类著作 13部；获批国

家级、省部级项目 164项，横向项目 60多项；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10余项，省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二等

奖各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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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政治建设为基础，突出“党建+”育人。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理想信念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推动应用统计研究生个人理想与时代梦想“同频共振”，

实现自我与奉献社会“同向同行”。积极打“学·思·用”理论学习品牌，组

建学“习”小组，成立“新时代新青年”宣讲团，推动研究生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以整体联动为抓手，强化“思政+”育人。实施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升攻坚行动，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不断完善“大思政”工作格

局。按照“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原则配备研究生辅导员，持续加强

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红色领航员队伍建设。制定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

职责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研究生导师第一责任人机制、思想政治教

育首要责任人职责范围，建立负面清单和考核评价制度。

以价值引领为支点，强化“文化+”育人。打造“1+N”课程思政和实

践育人同向并行、联结互通闭环系统，构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三

全育人”工作网络。培育课程思政精品示范课，带动课程集群，形成课

程思政全覆盖。其中，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应用统计研究生积极参与

志愿服务；师生合作用统计学方法研判舆情、协助社区防控疫情等事

迹得到学习强国、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中国教育新闻网等媒体

的关注和报道。

以培养目标为指引，夯实“政策+”育人。深化培养机制改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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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完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综合测评办法等制度，落实研究生“三助一辅”

工作，实现全日制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等全覆盖。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优秀应用统计研究生参加高质量国际学术交流与各

类创新实践竞赛。组织开展寒暑假家访工作，走访家庭经济困难、学

业困难等特殊研究生家庭，深入了解研究生家庭状况和成长需求。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以 BSP理念为核心构建融合型课程体系。本专业学位以统计分

析方法与技能培养为核心，以统计人才的社会多元化需求为导向，注

重背景知识(Background)、统计方法(Statistics)和实践平台(Platform)

的有机融合，形成“学位课 4门+必修课 6门+定制选修课模块 12门

+专业实践课 4门”的融合型课程体系。

以高标准严要求组建高水平导师队伍。近两年，本专业学位共新

增硕士生导师 6人，目前导师队伍规模达 43人。学位点不断重视导

师培训，组织导师参与“2020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

报告会（直播）”4人次，“2021年科学规范导师指导行为，建设一流

研究生导师队伍”线上培训 20人次，2021年统计与数学学院召开 2

次导师大会，加强师德师风与学术道德教育。

以制度体系健全严把师德师风关口。制订、完善各类导师管理办

法等制度近十项，设立师德工作领导小组，由书记、院长任组长，领

导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实施新教师入职宣誓和师德承诺制，依托党员

名师工作室，进行新老导师结对开展“教学、科研、师德”三带，构

建准入、教育、宣传、考核、激励、惩处等“六位一体”师德师风考

评机制，形成学院、教师、家长、研究生“四位一体”师德师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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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违反师德师风规定要求的快速响应惩处机制。建立师德档案，

设置负面清单，坚决执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完善评议长效机制。

以联合培养为抓手提升研究生学术水平与实践能力。本学位点目

前拥有 5个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以联合培养为契机，积极邀请国内

外著名大学和相关实践领域的学者、专家作学术报告，定期举办统计

学术沙龙，要求研究生导师以导师组的形式定期开设讨论班，给研究

生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学位点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学术

交流会议，近两年，每年为研究生举办近 30场学术报告、20余场次

学术沙龙，特别制订《关于学生参加高层次学术会议的经费资助办法》，

鼓励研究生参加各项学术会议与交流。

整合多源资源以充分发挥奖助激励效应。目前本学位点的奖助体

系由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国家助学金以及“三助”

岗位津贴构成，并遵循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积极推动奖助学体系

的建设，以充分发挥资助奖励对研究生的激励作用。近 2年，累计发

放各类奖学金 440.2万元，资助学生 745人次。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创新应用统计人才一体多源“CAMP”能力培养模式。以第一课

堂教学为统领，多类型课堂联动，培养“数据搜集（Collection）、统

计分析（Analysis）、统计建模（Model）、统计产品化（Production）”

的 CAMP专业基础能力。通过构建以“统计建模大赛”“应用统计案

例大赛”等为核心的竞赛营，由“教师讲、导师领、团队带”的学术

营，多场景、多阶段、多主题的实训营，具有个性化、就业导向的拓

展营，达成“基础+核心+拓展”的分层 CAMP能力培养目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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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成效显著，毕业生多就职于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威视等上市公

司，社会认可度高。

不断深化双导师制，着力提升导师行为准则和业务标准。贯彻执

行《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制定《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指导行

为准则实施细则》，注重新导师政治思想和业务培训，将师德师风、

业务标准贯穿于选聘、考核等各环节。同时面向政府、企业及科研机

构的多元化统计需求，聘请国家统计局、浙江省统计局以及阿里巴巴、

海康威视等企业高管 20余人担任实务导师，每位硕士生均实现双导

师联合指导。

以专业实践有力支撑研究生科研创新。本学位研究生在浙江省海

洋经济监测评估、跨境电子商务监测、城镇化特征测度、浙江省数字

经济测度方法与应用、互联网金融数据的个人信用评价、浙江省消费

指数研制等重量级课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践行学以致用的

理念，近两年共计 110多人次获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泰迪杯”全

国数据挖掘大赛、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等多项应用

性强、多学科交叉的竞赛奖项。

搭建出国交流广阔平台以提升学生国际化视野。近两年本学位点

加大资助力度，不断完善研究生出国交流的相关选拔办法和管理规定。

同时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等海外高水平大

学签署合作协议，打造“2+2”“3+1”“4+1”联合办学模式，汇聚国

际教育创新资源，搭建全方位多层次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平台，拓展学

生出国（境）学习交流渠道。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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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建设成效显著，专业成果丰富。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点的培

养目标明确，培养方案制定科学，全流程培养质量管理健全，培养模

式有明显特色，专业实践富有成效，各类成果丰硕，毕业生质量较高。

近两年，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获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立项 6项，

发表高层次学术论文 19篇，获得省级优秀案例 7项，省级优秀实践

成果 3项；获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大赛优秀成果一等奖

2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 2项；获全国研究生统计建模大赛一等奖

1项，二、三等奖各 1项。

学位论文盲审抽检情况良好，创新性有待提升。近两年，以“随

机双盲”的方式共计送审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80篇，全部一

次通过评审，盲审通过率 100%；其中，送审结果全部在良好以上且

至少有一个优秀的学位论文数量为 33篇，优良率为 41.25%，这也凸

显出本专业学位毕业论文创新有待加强，盲审成绩高分少，优秀率较

低等问题。同时，本学位点近两年共有 2篇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论

文被省学位办抽中开展论文质量复检，全部合格且评议成绩平均分均

在 75分以上，抽检良好率达 100%。

总体来看，本专业学位授权点的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效，但在课

堂思政建设、学生多元化培养以及学位论文创新等方面仍有一定的改

进空间。

六、接下来的改进措施

加大顶尖人才引进力度。根据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点建设规划和人

才培养需要，继续加大省部级以上高层次人才、领军型人才和国际顶

尖名校的青年博士的引进；加强自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在人才

梯队建设、职称评定、团队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持续优化。



8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硕士生作为未来祖国建设的中坚力

量，思政教育极为重要，通过落实“门门有思政、思政进科研”，加强

课程的思政建设，结合课程内容和应用统计特色，通过统计数据讲述

中国故事，展现祖国发展成就。通过让学生参与科研及实践活动，培

养研究生求真务实的态度，让研究生树立为祖国发展做贡献的理想信

念。

建立“1+X”的多元化培养方案。探索建立“1+X”的多元化培养方

案，在专业能力这一核心培养目标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生就业的主要

方向，通过课程改革、小组讨论、校外导师指导等多种方式，培养研

究生在社会经济统计、金融方法及应用、大数据统计等多个领域的理

论基础和实践能力，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适应研究生多

元化的发展需求。

发挥联培优势提升论文质量。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强调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期开展学术研讨、规范学术训练与学位论文指

导、完善学位论文答辩程序、严格学位授予标准等基础上，充分利用

专业实践平台，针对每位研究的自身实际选配合适的实务导师，发挥

联合培养优势，全面保障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严把“出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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