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重邮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院简介 
（学院代码 30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成立于 1989 年，是国际粗糙集学会理事长单位，中

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粒计算与知识发现专业委员会

创建和挂靠单位，重庆市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单位，重庆计算机学会和重庆计算

机用户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学院设立有博士后工作站，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硕士

学位授予权。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的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的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计算机技术”领

域的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和在职工程硕士研究生，已培养研究生上千人，每

年招收博士/硕士生 300 多人。 
学院有教职工 110 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8 人，教授 20 余人，副教授 30

余人，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比达到 59%，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得者、全国教学名师、全

国优秀教师、全国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重庆市百千万工

程领军人才、重庆市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重庆市学术带头人、重庆市“巴渝学

者”特聘教授、重庆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重庆市中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优秀

教师等知名专家，以及兼职教授、特聘教授、访问学者等。学院为研究生提供了

良好的学习科研环境，建有大数据智能计算示范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重庆

市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信息产业部/重庆高校市级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重点

实验室，计算智能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网络与信息安全市级工程实验室、图像认

知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市移动互联网数据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空间大数

据智能技术重庆市工程研究中心、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处理重庆高校众创空

间，建设有计算机系统与网络研发平台、智能信息处理研发平台、空间信息与数

据库研发平台、图形图像与多媒体研发平台、信息安全研发平台、软件工程研发

平台等创新研究平台，平台下还重点设置了大数据智能研究院、网络与计算研究

中心、空间信息系统研究中心、图形图像与多媒体实验室、软件工程研究中心等

科研机构。近年来，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 计划、863 计划、科技部攀

登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发改委专项等 100 余项国

家级科研项目，工信部物联网专项、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重庆市重点

自然科学基金及重庆市科技攻关项目等 160 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学术专



著和教材 40 多部，发表学术论文 1600 多篇，其中 SCI、EI、ISTP 收录 800 多

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80 多项，获 20 多项国家、省部级科技奖励，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 3 项。 

学院通过构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平台，以国际合作项目、国外交换生、国际

会议、学会活动、联合科研机构、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推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工

作，提升研究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高素质、创新型、适合教育国际化发展趋

势和社会需求的计算机专业研究人才。 
学院研究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学生大多工作在国内外信息高新

企业，通信运营商、知名网络公司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政府机关、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等，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2018 年 2 月，重庆邮电大学成立了重邮讯飞人工智能学院，学院以重庆邮

电大学为办学主体，以重庆邮电大学和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的理事会

为管理主体，依托重庆邮电大学信息学科专业优势，深度融合科大讯飞股份有限

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一流的技术、产业和专家资源，共同负责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设置和教学过程管理，以公办全日制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才培养为主实体化运

营的学院。 

重邮讯飞人工智能学院将充分整合重庆邮电大学和科大讯飞等各方优质资

源，着眼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学科专业建设、高端人才培养、核心技术研发、科

技成果转化等，致力于培养面向人工智能前沿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一流专门人

才，按照一流人工智能学院的办学定位，坚持和彰显校企深度融合与学科交叉融

合的“双融合”特色，全力服务和支撑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重邮讯飞人工智能学院是重庆邮电大学下属二级学院，教学行政机构与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合署办公。研究生培养实行“双导师制”，重庆邮电大学聘请

了科大讯飞部分一流技术专家担任硕士生导师。研究生招生及培养与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的研究生相关要求相同，在其他培养环节将定向结合科大讯飞项目研

发任务开展科研能力培养。 

重邮讯飞人工智能学院设重庆邮电大学本部校区和重庆邮电大学“智谷”校

区，学院 2018 年招收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全日制硕士生 135 人。 

科大讯飞有限公司迄今获中国语音产业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奖”，2005

年获中国信息产业自主创新最高荣誉“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2006 年至

2011 年，连续六届英文语音合成国际大赛荣获第一名。2008 年获国际说话人

识别评测大赛桂冠，2009 年获国际语种识别评测大赛高难度混淆方言测试指标

冠军、通用测试指标亚军。2018 年，科大讯飞摘得国际语音合成大赛 10 个测



评打分项目中的 9 项第一，成为“最全能的冠军”，取得 13 连冠。2018 年，

科大讯飞再次包揽国际多通道语音分离和识别大赛（CHiME）全部四个项目的

冠军并大幅刷新了各项目的最好成绩。2017 年科技部公布首批 4 家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依托作为 4 家创新平台之一的科大讯飞公司建设智

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2019 年，重庆邮电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进行博士和计算机技术

领域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由中国科学院和重庆市人民

政府共建，总投入近 20 亿元。师资队伍规模 5 年内将达到 1000 人。学生规模

为 300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000 人，硕士研究生 1000 人，联合培养本科生

1000 人。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校区建筑近 20 万平方米，教学区 8 万平方

米，2020 年正式投入使用，集科研、教育、服务社会三位一体，科研和教育深

度融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以培养有家国情怀、人文修养和创新活跃的优秀创

新创业人才为任务，以自由创新、追求卓越为灵魂，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科技和

人才支撑。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下设人工智能学院、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资源环境学院、能源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临床医学学院、

双创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一级学科是 2013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2005 年获得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授予工学硕士学位，包含“计

算机系统结构”（专业代码 081201，2005 年批准）、“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专业代码 081202，2001 年批准）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代码 081203，

1996 年批准）3 个二级学科，目前均是省部级重点学科。 
本学科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坚实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基础理论，系统掌握计

算机软件、硬件、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专门知识，熟悉计算机软

硬件环境和工具，能够从事计算机系统、软件系统、计算理论研究，能够应用计

算机技术解决其它学科的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开发问题适应云计算、大数据和“互

联网+”发展需求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学科特色和优势： 
1．在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以计算机网络、网络并行计算、嵌入式系统及

应用等特色研究方向为基础，重点开展云计算、下一代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和协

议、网络测量、网络行为学、网络安全、新一代无线宽带网络接入技术、网络及

并行计算等方面的研究。 



2．在计算机软件与理论领域，以计算智能、网络智能、面向应用的软件工

程研发、空间数据库软件理论等方向为基础，研究计算智能、数据挖掘等软件理

论及其应用，研究网上舆情传播、流媒体传输、群体智能等现象及其仿真，研究

嵌入式系统软件、安全软件、图像软件的核心技术，研究构件化地理信息系统平

台、空间数据仓库、时空数据库等。 
3．在计算机应用技术领域，在智能信息处理、大数据挖掘、计算机网络和

通信、网络智能、信息安全、模式识别等方向上研究粗糙集等智能信息处理理论

及应用，网络管理和流量测量等方法和技术，网络智能行为及其仿真，入侵检测

和计算机取证等网络安全产品开发，无线接入、传输技术，智能多媒体技术、机

器视觉和医学图像处理，以及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技术及其应用。 
本学科的主要学位与专业课程有：高级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高等计算机系

统结构、计算机理论基础、高级软件工程、面向对象方法、人工智能原理、高级

数据库系统技术、Internet 协议原理及实现、嵌入式系统设计、操作系统内核与

设计原理、网络计算、宽带网络技术、分布式与并行计算、云计算、空间定位技

术、Rough 集理论与数据挖掘、不确定性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与三维建模、

分布式与并行计算等、网络与信息安全、计算机取证学、数字媒体与网络智能等。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计算机技术方向 简介 

085400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计算机技术方向（全日制与非全日制） 

本方向属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电子信息类别(专业学位)的招生方向

之一，可招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本招生方向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坚实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基础理论，系统掌

握计算机软硬件专门知识，熟悉计算机软硬件环境和开发工具，能够运用所学的

综合知识，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的高层次、应用型高级专门

人才。 
本招生方向的特色和优势：依托在计算机系统、软件、应用等方面积累的理

论、方法和技术，开展网络信息系统、电子政务、信息化网络建设工程的研发工

作，将嵌入式系统应用在网络测量仪表、移动终端设备和无线网络设备中，以及

研发各种计算机及智能软件和系统等。 
本招生方向的主要学位与专业课程有：面向对象方法、高级软件工程、高级

数据库系统技术、网络规划与设计、软件设计与开发、网络与系统安全测评、网

络与信息安全、数字媒体与网络智能、嵌入式系统设计、空间定位技术、宽带网



络技术、算法分析与设计等。 

学院在培养过程中为学生提供了各种奖助手段供学生完成科研工作，具体资

助项目见表 1： 
表 1 研究生奖助情况统计表 

序号 奖助名称 资助对象 

1 研究生新生奖学金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2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3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4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5 企业奖学金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6 研究生“三助一辅”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分布在各行业，近三年就业情况见表 2、

表 3： 
表 2 近三年本学科招生与就业情况统计表 

年级 专业 招生人数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2017 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2 111 110 99.10% 

计算机技术 70 69 67 97.10% 

2018 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8 106 101 95.28% 

计算机技术 87 84 80 95.24% 

2019 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 86 85 98.83% 

计算机技术 94 93 85 91.40% 

 
表 3 近三年本学科研究生就业主要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行业 
每年人数 

2017 届 2018 届 2019 届 

三大运营商 34 39 15 

高新技术产业/IT 产业产业 30 30 47 

其他信息技术产业 95 95 79 



金融（银行） 3 7 14 

高校 4 4 4 

升学 4 2 4 

合计 170 177 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