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200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1/2021_2022__E6_88_90_E

9_83_BD_E4_BF_A1_E6_c73_381186.htm >>>点击查看2008年

高校研究生招生简章汇总查看招生目录及参考书目学校概况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座落在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市。学

院始建于1951年，原名成都气象学院，系中国气象局直属高

校，2000年划转为四川省省属高校，更名为成都信息工程学

院，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四川省领导为主”的管理体

制，学院现占地1600余亩，在校研究生、本专科生16000人左

右。 学院现设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另有6个二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有45个本科专业，分属工学、理学、管

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6个学科门类。 学院现有两个省

级重点建设学科：气象学、信号与信息处理，4个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四川省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实验室、四川省高原大气

与环境研究中心、中国气象局大气探测重点开放实验室和国

家统计局统计信息技术与数据挖掘重点开放实验室，有研究

所（室）18个，产学研基地2个。学院是实施省部共建的中国

气象局“局校合作”单位，四川省“信息技术本科人才培养

基地”和“电子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被四川省委、省

政府确定为“西部最重要的电子信息人才培养基地”，并被

国家信息产业部确定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成都）人才培

训中心”。经过多年的建设，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以工为主，

理工结合，以大气科学和信息技术为特色的多科型高等院校

。 学院拥有一支教学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的教学科研队伍，

有教授、副教授300余名，有博士生导师5名，硕士生导师近



百名，他们中包括国家和四川省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

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或参加包括973、863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在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40余项，学术论文被三大检

索（SCI、EI、ISTP）收录近200篇。 长期以来，学院认真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方向，立足四

川，服务全国，面向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我国的气

象、电子通信、国防、航空航天、环境保护、能源交通、教

育科研、金融保险、农林水利等行业和部门培养了大批人才

。这些人才大多已成为业务、管理骨干或学术技术带头人，

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学院硕士毕业生2007

年实现了百分之百就业，就业前景良好。 热忱欢迎报考成都

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招生说明 一、报考条件： 1. 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

，遵纪守法。 2. 考生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国

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

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 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

学历后，经两年或两年以上（从高职高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

生当年9月1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

且已通过所报考的专业本科阶段主干课程考试8门以上。 国

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

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 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

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能报考统考委培或统考自

筹的硕士生。 3. 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即1968年9月1日前

出生），报考统考委培和统考自筹的考生年龄不限。 二、报

名方法： 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两个步骤，报名时间



以教育部公布的网上报名时间和现场报名时间为准。每位考

生应先完成网上（网址：http://yz.chsi.com或http://yz.chsi.cn）

报名，然后按各省、市招生办公室指定的地点完成现场报名

，具体程序请关注各省、市招生办公室公布的报考信息。 三

、资格审查 1． 对考生的资格审查将在复试中进行，参加复

试的考生需按复试通知的要求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本科毕业证

（应届本科毕业生携带学生证）原件等材料。 2． 应届本科

毕业生在入学报到时需检查毕业证证书原件。学院将对未获

得毕业证书的应届本科考生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取消其入学

资格。 3． 复试前，报考我院的国防生须出具《国防生报考

研究生审批表》，未经考生所在军队主管部门同意报考不得

复试及录取。录取过程中不得随意调整报考专业。 4． 对弄

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

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四、考试 1． 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

试两个阶段。 2． 初试： （1） 初试科目参见《专业目录》

，其中政治理论和外国语成绩满分均为100分，两门业务课成

绩满分均为150分； （2） 初试科目考试时间为3小时/科； 

（3） 初试考试方式为笔试。 3． 复试： 复试成绩满分为250

分，其中外语听力测试成绩满分为50分，专业综合笔试、面

试（含外语口试）成绩满分均为100分。 4． 参考书目：各招

生专业推荐的参考书均以最新版本为参考，考试范围可不受

参考书目限制。 五、录取 1． 入学考试成绩按照“总成绩＝

初试成绩＋复试成绩”计算。 2． 录取原则： （1） 按初试

、复试综合考核成绩排序录取； （2） 考生按招生专业录取

，入学后再分研究方向。 3． 凡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并完成服务期、考核合格的志愿者，符合报考条件，



在服务期满后三年内报考，可按报考当年国家政策享受初试

加分，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4． 我院录取的新生包括

统考非定向、统考定向、统考委培和统考自筹4种类型。其中

统考非定向、统考定向类型属计划内招生，学费由国家提供

；统考委培、统考自筹类型属计划外招生，学费分别由委托

培养单位、个人支付。统考定向、统考委培考生须与学院签

定《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协议书》、《委托培养硕士研究生

协议书》方可录取。 5． 国防生报考按教育部规定只能录取

为统考定向或统考委培。 六、体检 考生复试时应按照教育部

有关要求进行体格检查，凡不符合教育部规定体检标准的考

生不予录取。 七、就业 录取为统考定向和统考委培的考生，

毕业后分别按照《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协议书》和《委托培

养硕士研究生协议书》就业。其它考生毕业时采取毕业生与

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方式落实就业。 八、其它 招生说明

中如有与教育部当年招生政策不一致的，按照教育部政策执

行。 九、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西南航空港经济

开发区学府路一段24号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 编：610225 联 系 人：李老师 田老师 联系电话：（028

）85966365 85966980 传 真：（028）85966365 网 址

：http://yjsc.cuit.edu.cn 电子邮箱：yzb@cuit.edu.cn 学科专业简

介 统计学 该学科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统计、社会

经济调查与分析等方面开展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特

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科研成果。目前，该

学科现有一个部级重点开放实验室：“国家统计局统计信息

技术与数据挖掘重点开放实验室”。该学科师资力量较强，

有教授4人，副教授9人，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20



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3项。近年来，发表论文200余篇，其

中多篇被SCI、EI、CSSCI收录，完成教材著作18部。目前承

担了12项科研项目，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9项，科研经费较充足。 统

计学专业注重培养学生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和

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经济计量分析、

抽样调查方法与技术、高级应用数理统计、国民经济核算、

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统计方法、时间序列分析、商务统计研究

、网络统计研究、经济预测与决策、企业景气调查与分析、

环境统计与环境经济核算等。 该专业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毕业生既可在高等院校、科研部门从事相应的教学科研工作

，也可在统计、工商、金融等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工作。 

基础数学 该学科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代数学、函数论

、泛函分析等方面开展了持续的研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稳定的研究方向，取得了比较突出的科研成果。该专业师资

力量较强，现有教授7人，副教授13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

人1人。该学科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近20项，其中

国家级项目8项。近年来，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被SCI

、EI收录，完成专著1部和教材3套。目前承担了10多项科研

项目，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8项，科

研经费较充足。 基础数学专业培养学生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代数学、一般拓扑

学、群论、无限群基础、模论、值分布理论、黎曼曲面论、

复动力系统、拓扑度理论、变分方法及其应用、变分不等式

与相补问题等。 该专业授予理学硕士学位。毕业生既可在高

等院校、科研部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也可在IT、经济、金



融等行业工作。 应用数学 该学科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在

微分方程及其应用、优化与算法、智能计算、经济数学、编

码技术等方面开展了持续的研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稳定

的研究方向，取得了比较突出的科研成果。该专业师资力量

较强，现有教授8人，副教授15人，博士生导师1人，四川省

学术技术带头人2人，博士生多名。该学科先后承担国家和省

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0项。近年来，发表

论文120余篇，其中多篇被SCI、EI收录，完成专著2部和教

材3套。目前承担了10多项科研项目，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6项，科研经费较充足。 该专业培养的

学生具有坚实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多元统计分析、现代回归分析、随

机过程及其应用、计量经济学、微分方程及其应用、密码学

与编码技术、优化与算法、数值分析、组合数学、小波分析

及其应用、模糊数学、智能计算等。 该专业授予理学硕士学

位。毕业生可以在高等学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也可以在

工业、农业、服务业所属各行业中就业。 大气科学 该学科具

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设气象学、大气物理学与大

气环境两个二级学科，是我院的传统优势学科、四川省重点

建设学科，有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高原大气与环境研

究中心”。长期以来，在青藏高原天气动力学、东亚季风系

统、气候诊断、大气数值模拟等领域进行了持续。稳定的研

究，取得了突出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该

学科已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独特、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在生

态环境监测、GPS遥感水汽、卫星雷达遥感资料应用、大气

雷电等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学科研究方向。该学科有一支知



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的教学科研队伍，现有

教授14人，中科院大气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2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1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4人。近10年来，

该学科主要学术骨干作为项目负责人持续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40余项。近5年来

，发表研究论文150余篇，其中被SCI、EI、ISTP收录20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5部。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973项

目专题等国家级项目10项，省部级项目12项，科研项目级别

高、经费充足。 大气科学专业注重培养学生坚实的理论基础

、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较强的科研和应用技能，开设的主要

课程有：大气科学中的数学方法、高等大气动力学、高等天

气学、高等大气物理学、全球变化、亚洲季风系统、气候变

化及数值模拟、现代统计分析方法及软件应用、现代天气诊

断分析、中尺度气象学及数值模拟、青藏高原气象学进展、

四维资料同化、大气科学前沿讲座等。 该专业授予理学硕士

学位。毕业生既可在高等院校、科研部门从事相应的教学科

研工作，也可在气象、民航、军队等部门从事高级专业技术

和业务管理工作。 环境科学 该学科在环境系统分析、环境监

测与评价、气候与生态环境等方面开展了长期持续的研究，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稳定的研究方向。该专业具有一支结构

合理、学术水平较高的教学科研队伍，现有教授6人，副教

授5人，博士生导师1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1人。近年

来，该学科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等重要科研项目，取得了突出的科研成果，获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



文200余篇，其中被SCI、EI收录30余篇。 环境科学专业培养

的学生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开设的主要

课程有：数值分析、大气环境学、高等环境化学、现代环境

监测、环境系统分析、环境生态学、环境风险分析、环境信

息系统、环境电化学、环境催化、环境规划学、水处理技术

、环境遥感、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 该专业授予理学硕

士学位。毕业生既可在高等院校、科研部门从事相应的教学

科研工作，也可在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相关企业从事专业技术

开发和业务管理工作。 信号与信息处理 该学科是我院传统优

势学科，为四川省重点建设学科，拥有两个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四川省高校“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及应用实验室”，“中

国气象局大气探测重点开放实验室”。该学科瞄准电子信息

技术和大气科学交叉的应用学科领域，通过在气象雷达信号

与信息处理、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大气探测信息处理、通信

系统与信号处理、信息获取与处理、图像信息处理、卫星遥

感信息处理等方面开展的长期研究，在大气探测设备的研究

与开发、卫星遥感信息处理等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稳定

的、独特优势的研究方向，并在传感器应用、通信技术、数

字水印和医疗信息技术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研究。该学科有

一支结构合理的教学科研队伍，现有教授17人，副教授30人

。近年来，该学科承担了较多的省部级科研项目和具有较高

应用价值的横向开发项目，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在

电子通信类核心及一级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40余篇，其中

被SCI、EI、ISTP收录40余篇。目前，该学科承担有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省部级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40余项，有较充足

的科研经费。 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注重培养学生坚实的理论



基础和较强的动手能力，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矩阵理论、随

机过程及应用、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及算法、电子系统设计、

信息论与编码、信号检测与估计、数字图像处理、气象雷达

信号与信息处理、嵌入式系统设计、DSP技术和现代信号处

理、大气科学导论、应用卫星气象学、大气物理与大气探测

等。 该专业授予工学硕士学位。毕业生既可在高等院校、科

研部门从事相应的教学科研工作，也可在气象、民航、军队

、IT企业等单位从事高级专业技术和业务管理工作。 计算机

应用技术 该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基于网络的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技术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研究

成果。目前，该学科有一支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教授8人，

副教授25人，博士生导师1人，以及一批学术造诣较高的学术

带头人和年轻的学术后备人选。近年来，该学科承担省部级

科研项目和具有实用价值的横向开发项目17项，先后在国内

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132篇，出版学术专著共22部，出版教

材共56部。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培养的学生具有坚实的理论

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组合数学、图

论、算法设计与分析、现代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结构、人

工智能、数字图象处理、信息安全理论与技术、数据库理论

与技术、高级计算机系统结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高级

数据库专题、计算机控制理论与应用、系统仿真与虚拟现实

、软件工程理论与应用、基于JAVA的高级应用等。 该专业授

予工学硕士学位。毕业生既可在高等院校、科研部门从事相

应的教学科研工作，也可在IT及相关行业从事技术开发和业

务管理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