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高校运筹学与控制论学位点介绍

1.清华大学

学位点简介：

清华大学计算数学与运筹学研究所于 1999 年由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与

运筹学教研室合并而成，1981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有计算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两

个二级学科。本所现有下辖两个团队：科学计算研究团队和计算地球物理实验室。

研究方向：优化及其应用（不确定理论、组合优化、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图论及其应用）、

信息处理的建模与算法（数据挖掘、图像处理）

培养方案详见：https://www.tsinghua.edu.cn/yjsy/yjspy/pyyqygd.htm

毕业要求：

详见《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及《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

工作规定》。

导师介绍：

2.复旦大学

学位点简介：

1988 年，复旦大学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成为首批国家重点学科。数学科学学院设立的



金融数学与控制科学系招收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目前已

有三篇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主要科研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

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已经出版学术专著和国际性会议论文集若干部。在分布参数控

制理论、随机控制理论和金融数学等领域作出了一系列很有国际影响的科研工作，培养了许

多活跃在国内外学术界的知名学者。目前有随机控制理论与应用、金融数学、分布参数控制

理论及其应用、运筹学等多个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最优控制理论、随机控制与数学金融、运筹学、最优化理论及决策方法、运筹学

应用

培养方案详见：https://math.fudan.edu.cn/f4/f8/c30376a324856/page.htm

毕业要求：

博士：完成学位论文 1 篇，论文应包含 2 篇及以上能够在相关领域重要期刊发表的研究内容，

并至少正式接受或发表 SCI 或国内主要权威期刊论文 1 篇。

导师介绍：



3.山东大学

学位点简介：

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是 1981 年国家首批设立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并于 2001 年被教育部

批准为全国重点学科。在学术带头人刘桂真教授的带领下，山东大学运筹学专业在科研、教

学、与应用领域结合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有相当的

影响。运筹学与控制论目前是国家级重点学科。

山东大学运筹学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科研与教学队伍稳定，年龄、学历与知识结构合理，

目前有四位教授、八位副教授以及多位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图论及

其应用、组合最优化、运筹与经济分析、规划理论及系统科学等，涉及领域广泛，研究成果

丰硕。学院目前设有两个研究所：系统与运筹学研究所和控制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培养方案详见：https://www.math.sdu.edu.cn/yjsjy/pyfa.htm



研究方向：1. 随机控制及其应用

2. 控制系统的理论与应用

3. 图论及其应用

4. 组合优化及其应用

5. 运筹与经济分析（硕士、硕博连读）

6. 生物信息学

7. 复杂网络科学理论及应用

8. 不确定性推理

毕业要求详见：山东大学运筹学与控制论研究生培养方案



导师介绍：

4.南京大学

学位点简介：

运筹学与控制论学科，双一流专业，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

培养方案详见：https://math.nju.edu.cn/yjs/pyfa/20210323/i189932.html

研究方向:

I、运筹学类:

(1) 大系统优化问题的理论、方法和应用

(2)人工神经网络在优化问题中的应用

(3)多目标决策

(4)模糊数学方法在决策分析中的应用

(5)智能算法

II、控制论类:

(1) 最优控制问题的数值方法

(2) 经济控制论

毕业要求详见：

硕士：硕士研究生至少在正式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第一作者）



博士：1、申请人需至少在国内外核心期刊（SCI 或 SCIE 索引源刊物）上发表一篇与学位

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第一作者。 2、申请学位者必须以南京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成果，

署名单位前后排列的，排在前面的为第一署名单位；署名单位上下排列的，排在上面的为第

一署名单位。

具体详见：https://math.nju.edu.cn/yjs/xwsq/index.html

导师介绍：

5.浙江大学

学位点简介：

运筹学与控制论学科，双一流专业，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

培养方案详见：http://www.math.zju.edu.cn/38088/list.htm



毕业要求：

导师介绍：

导师姓名 研究方向

郜传厚 ·数学系统生物学（化学反应网络理论、合成生物学中的控制理

论）

·数学系统理论（热力学系统控制、随机系统控制、离散采样系

统控制）



·机器学习和优化（黑箱模型透明化、混合整数规划、随机规划）

刘康生 ·分布参数系统控制理论

·数据分析与决策优化

谈之奕 ·运筹学组合优化

·算法设计与分析

·算法博弈论

6.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点简介：

运筹学与控制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

培养方案详见：https://math.ecnu.edu.cn/education06.html

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成果鼓励投稿发表，但不作考核要求。

博士：发表论文的按照流程完成：必须以本人为第一作者（或严格按作者姓氏英文字母

排序后导师为第一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发表学术论文。在读期间须 在 SCIE

收录期刊发表（或在线发表）1 篇学术论文。

导师介绍：



7.武汉大学

学位点简介：

运筹学与控制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

研究方向: 微分方程的控制理论、数学控制理论

培养方案详见：http://maths.whu.edu.cn/info/1023/18026.htm

毕业要求：

硕士：详见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必修环节



http://maths.whu.edu.cn/info/1023/18028.htm

博士：详见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必修环节

http://maths.whu.edu.cn/info/1023/18026.htm

导师介绍：

导师姓名 研究方向

张灿 ·控制理论

王丽娟 ·微分方程的控制理论

胡元明 ·最优化理论及其应用

雷玲 ·最优控制理论

李素贞 ·最优化理论及决策

王艳 ·优化与决策

8. 四川大学

学位点简介：

运筹学与控制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

研究方向: 1.分布参数系统控制理论

2. 非线性控制及应用

3. 随机控制理论

4. 运筹与优化

5. 优化理论及应用

培养方案详见：https://math.scu.edu.cn/yjsjy/pygz.htm

毕业要求：

硕士：

申请人应满足下列条件：

申请人在申请学位时，至少应有一篇本人为第一作者，四川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与所

学专业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上述论文如果申请人导师为第一作者,申请人为第二作者，视同为申请人第一作者论文。

按某些行业习惯，以作者字母排序的论文，申请人的排位次序可由导师提供说明材料，各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博士：

申请人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申请人在学位申请时，应有本人为第一作者，四川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公开发表

的至少 1 篇 SCI 论文；

2、硕博连读或者提前攻博者，在学位申请时，应公开发表至少 2 篇本人为第一作者，

四川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 SCI 论文；

上述论文如果申请人为通讯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申请人为第二作者，视同为申请人

第一作者论文。按某些行业习惯，以作者字母排序的论文，申请人的排位次序可由导师提供

说明材料，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下列特殊培养情况，学位申请人的研究成果署名格式符合以下标准，可以作为申请学位

的成果认定：

A、与国外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科研论文成果，四川大学作为第二（或其它事先协议约

定署名方式）署名单位可作为成果认定；

B、国家认定协同创新中心与合作项目单位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中，对派出的博士研究

生科研论文成果，四川大学作为第二（或其它事先协议约定署名方式）署名单位可作为成果

认定；

C、教育部批准的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中，博士研究生第一主管导

师单位为科研机构，其科研论文成果四川大学可以作为第二署名单位进行成果认定。

导师介绍：

导师姓名 研究方向

张旭 ·分布参数系统的控制理论

黄南京 ·优化理论及应用、非线性分析及应用、金融数学、优化与物流管理

方亚平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杨新民 ·向量优化理论与方法，广义凸性理论

刘淑君 ·随机控制与优化

吕琦 ·数学控制论

付晓玉 ·分布参数系统的控制理论

王天啸 ·随机分析，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9.上海交通大学

学位点简介：

运筹学与控制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

研究方向：

最优化方法、随机控制

毕业要求：

硕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从事与各学院制定的培养目标相应的科学研究与科技创



新，取得若干原创性成果或新技术发明等，获得的成果达到所在学院制定的硕士专业学位的要求。

博士：

学位申请人就读博士期间，应在所属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的刊物上，以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

单位发表（或录用）2 篇与学位论文主要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经学校批准或授权的特定培养项目或

学院按照相关约定执行），至少1 篇发表（或录用）在 SCI（科学引文索引）检索的刊物上。

学位申请人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以 1 篇计；以第二作者发表的论文（第一作者必须是其导师）

以 1/2 篇计；第三作者及以后者不计。

培养方案详见：https://www.math.sjtu.edu.cn/Default/curricula

导师介绍：

导师姓名 研究方向

范金燕 ·最优化方法（非线性优化理论和方法）

梁经纬 ·数学图像处理，数据科学，最优化方法

罗鹏 ·随机分析、随机控制、金融数学

10. 上海大学

学位点简介：

运筹学与控制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