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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生和在职人员报考我校相关学科专业的硕士学位研

究生 一、学校概况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始创于1936年，是一所

以工为主，包括理、工、管、法等学科的市属普通高等学校

。70多年来，学校以为首都城市建设培养不同类型高级专门

人才为己任，培养了4万多名毕业生。 学校面向全国招收攻

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为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培养掌

握坚实理论基础和系统专业知识、技能与方法，具有较强科

学研究、设计、管理能力和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 

学校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占地13.33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16余万平方米。我校为适应首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需

要，积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从2001年开始，以合作办学方

式利用社会资源，先后租建了百万庄校区和大兴黄村卫星城

校区。 学校现设有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土木与交通工程学

院、测绘与城市空间信息学院、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机电

与汽车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

院、文法学院、基础科学部、体育部和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等

教学教辅单位。学校现有21个本科专业、18个高职专业；3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17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个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授予领域；学校现有3个北京市重点学科（建筑设计及其理

论、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和市政工程）、1个北京市重

点实验室（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实验室）和8个北京市

双基合格实验室。此外，学校还设有具有甲级资质的建筑设



计研究院和京精大房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学校设有现代化的

实验室、多媒体教室、网络教室、外语视听语音室和计算机

室，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近1.14亿元。学校图书馆藏书近60

万册，中外期刊千余种，并设有电子阅览室、视听室和图书

阅览室，数字化资源丰富，自动化管理系统先进，能够满足

教学和科研需要。学校建有千兆以太网，为教学、科研和管

理工作提供了现代化教育技术平台。学校体育设施完善，建

有标准的塑胶跑道和人造草皮田径场和足球场，为学生提供

良好的运动和健身场所。学校校园内环境优雅，绿树成荫，

具有良好的学习与工作环境。 学校现有各类在校注册生10000

余人，其中本科、高职在校生6500余人，硕士研究生近600人

，成人教育学历生3300多人，另有若干外国留学生。学校拥

有一支结构合理、治学严谨、实践经验丰富，老、中、青相

结合，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

的师资队伍，学校现有专任教师429人，其中教授58人，副教

授183人，博士75人，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超过70%，其

中6名教授兼任外校的博士生导师。学校拥有全国高等教育专

业指导委员会委员8人，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4人。学校先后

聘请了90多位国内外教授、专家和政府高层管理人员与企业

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兼职和客座教授，其中两院院士2人，中国

工程院院士1人。 学校紧密围绕首都城市化建设和建筑工程

领域，积极开展应用技术研究，“十五”期间，学校承担国

家和省部级各级各类科研课题860余项，科技服务总经费达

到2.6亿元。发表学术论文2166篇，其中国际三大检索论文超

过150篇，出版教材及学术著作355部。2006年学校完成科技服

务经费突破1亿元，位居北京市属市管高校前三名。 学校在



抓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广泛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及

各种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先后聘请了美国、英国、德国、日

本、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著名专家、

学者来校讲学；并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任学校客座教授。目

前已与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荷兰、新西兰、

澳大利亚、马尔他等国家14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与合作关

系，并与荷兰代尔夫特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联合培养博

士生，与澳大利亚南澳大学联合培养土木工程专业硕士生，

与美国玛赫西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与法国佩雷集团联合建

立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中法能源培训中心，并联合培养高职

生。学校经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于2004年开始招收外国留

学生。 学校的发展目标是：经过10年左右的建设，使学校整

体办学水平居全国同类院校先进行列，学校类型由教学型逐

步向教学研究型转变，进一步强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

学科专业优势，将学校建成立足首都，服务城市化的人才培

养基地、科技服务基地和以工为主，理、工、管、法等学科

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普通高等学校。 二、学科(专业)介绍 1.

建筑历史与理论 本学科所在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在国内

有较好的知名度，1996年首次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

业教育评估，并在2000年、2004年顺利通过了复评。该学院

具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和良好的学科梯队，并形成了自己的办

学特色。该学院拥有大量国内外专业图书、期刊和良好的教

学环境以及先进的建筑科学技术实验室。学生在学习期间，

能够体验到高等学府浓郁的治学氛围，能够汲取丰富的专业

知识。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与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国家的建筑类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每年与相



关院校进行教师和研究生的设计交流、举办定期的学术讲座

，使学生可以最快地掌握国内外建筑发展动态。 本学科的研

究方向包括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历史城市与建筑保护

、乡土建筑、当代建筑理论。现有学校专职导师及建设部、

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兼职

导师多人。这些导师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的

科研项目，如北京旧城保护规划研究、长江三峡库区文物保

护研究、长城保护研究等，为研究生提供很好的研究与发展

空间。 通过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

，了解学科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动态；具有扎实的中国

古代文献基础与外文文献基础；具有从事建筑史学研究的论

文功底；具有文物建筑保护设计能力；具有计算机辅助设计

能力；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和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

作的能力。 2.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本学科所在的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在国内有较好的知名度。该学科自1986年经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批准具有工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首次通过

了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具有建筑学硕士学位

授予权，并在2000年、2004年顺利通过了复评。该学科具有

一批知名的教授和良好的学科梯队，并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

色，2002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该学院拥有大量国内外

专业图书、期刊和良好的教学环境以及先进的建筑科学技术

实验室。学生在此学习期间，能够体验到高等学府浓郁的治

学氛围，能够汲取丰富的专业知识。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与

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建筑类院校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并每年与相关院校进行教师和研究生的设计交流

、举办学术讲座，使学生可以最快地掌握国内外建筑发展动



态。 该学科的研究方向包括：公共建筑设计、居住区规划与

住宅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景观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工业

建筑设计。 该学科导师在医疗、体育、交通等公共建筑设计

以及城市、村镇住宅设计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此

外，该学科还聘请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规划设计研

究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科

研设计单位兼职导师多人。近年来该学科教师承担了多项国

家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多项全国各地及北京市重要建筑工

程设计，并出版了多部研究专著。 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具有

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具

有扎实的中外文文献基础；了解学科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

果动态；具有从事实际工程的建筑设计能力；具有从事建筑

设计理论研究的功底；具有城市与环境设计的能力；具有计

算机辅助设计能力；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和独立承

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建筑技术科学 本学科所在的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在国内有较好的知名度，1996年首次通过

了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并在2000年、2004年

顺利通过了复评。该学院具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和良好的学科

梯队，并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该学院拥有大量国内外专

业图书、期刊和良好的教学环境以及先进的建筑科学技术实

验室。学生在此学习期间，能够体验到高等学府浓郁的治学

氛围，能够汲取丰富的专业知识。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与德

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建筑类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并每年与相关院校进行教师和研究生的设计交流、

举办定期的学术讲座，使学生可以最快地掌握国内外建筑发

展动态。 该学科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建筑构造技术与结构



体系、建筑节能与生态技术、建筑防灾与安全、建筑物理环

境等。现有校内导师及建设部、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兼职导师多人，近年来该学科导师

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

并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坚实的理论基础，了解学科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动态

；具有从事实际工程的建筑设计能力；具有扎实的中外文文

献基础；具有从事建筑技术科学研究的论文功底；具有技术

科学与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研究与设计能力；具有计算机辅

助设计能力；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和独立承担专门

技术工作的能力。 4.城市规划与设计 本学科所在的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在国内有较好的知名度。该学科的特色是以城

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为核心，以工程学和设计学为基础，兼容

城市科学所涉及的文、理、工、管、法等学科的内容，强调

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基本概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的专业能

力培养，注重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突出为首都的

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服务，并立足首都、面向全国，依托

建筑业、服务城市化的办学特色。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与德

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

国内的建筑类、城市规划类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保

持定期的教学交流、学术讲座，使学生可以最快地掌握学科

在国内外的发展动态。 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包括：城市规划、

城市设计、景观规划与设计、小城镇规划与设计、居住区规

划和历史城市与遗产保护规划等。 本学科现有院内导师和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兼职导

师多人。近年来该学科共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各类科研



课题，以及北京市重要的科研项目，出版了多部研究专著，

并有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了省部级奖励。 本学科的培养目标是

：使学生掌握坚实的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

和专业技能，了解本学科在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具

有从事城市规划与设计所需要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能力，具有

从事城市规划与设计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和独立承担

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5.设计艺术学 本学科所在的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在国内有较好的知名度。本学科有良好的教学

、科研环境与设施，具备工艺配套、设备先进的实验中心条

件，拥有大量国内外专业图书、期刊等。学生在此可以开展

形式多样的艺术设计学习和实践。学院与德国、俄罗斯、澳

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同类院校，以及国内院

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保持定期的交流，可以最快地掌

握学科发展动态。 本学科是校级重点学科。其重点依托的建

筑学一级学科，1996年通过全国高等学校专业教育评估，并

在2000年、2004年顺利通过了复评。本学科所在的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现已形成了能支撑“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环境

设施与产品设计”学科相互交叉链接的教学与科研平台。本

学科具有一批勇于创新的教授和良好的学科梯队，并在逐步

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本学科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室内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公共艺术设计、数字化设计。 

本学科现有校内导师以及艺术设计、研究等相关单位兼职导

师多人。近年来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和各类科研课题，发

表论文数10篇，出版了多部研究专著、教材，完成艺术设计

作品百余件，一部分作品参加了国内外重要竞赛、展览并获

奖。 本学科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坚实的艺术设计基础



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了解本学科在国内外最新理论

研究成果和动态；有能力从事艺术设计创作；有能力通过数

字化设计、工艺实验等辅助艺术设计创作；有能力从事科学

研究、教学工作和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具有设计创新精

神和团队合作精神。 6.结构工程 本学科隶属于土木与交通工

程学院，该学科为学校重点学科，本科专业土木工程为北京

市品牌建设专业，已在2006年通过专业评估。结构工程

自1984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8年正式获得硕士学位授

予权。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结构合理、现有教授7

人，副教授20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2人，博士后3人，并

有多名来自于企事业单位具有丰富工程经验的校外兼职导师

。近年来完成及在研的国家和省部级、局级项目近50项，科

研经费约580万元，20多项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发表学术

论文300余篇，出版教材27部，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本

学科注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与澳大利亚、俄罗斯、

波兰等国家的院校的相关学科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 本学

科所在的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有良好的教科研实验条件，实

验中心包括结构实验室、道桥实验室、岩土实验室、建筑材

料实验室等四个专业实验室，设备总值近千万，面积

达2000m2，配有先进的美国MTS水平拟动力试验系统和各类

道路、建材的先进科研及检测设备，能充分满足教学科研的

要求，同时为社会提供服务。 学院还设有获国务院学位办批

准的与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合作培养工程硕士研究生项目

，2006年第一批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即将毕业。 目前本学科

设置5个主要研究方向：（1）工程结构理论及应用：研究建

筑砌体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混凝土混合结



构的静力、动力分析及工程设计、监测与加固。（2）预应力

结构理论及技术：研究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预应力钢结构的

设计理论、锚机具及施工技术。（3）现代施工技术与管理：

研究建筑、桥梁结构的现代施工技术及施工管理。（4）桥梁

工程：研究桥梁结构的分析理论及设计方法、混凝土桥梁结

构、桥梁结构健康监测。（5）废弃资源与高性能混凝土：研

究建筑垃圾、尾矿资源的再生利用技术及相关机理，粉煤灰

的活化处理；绿色高性能混凝土配制、结构与性能；高强、

超高强高性能混凝土以及新型特种混凝土应用技术。 7.防灾

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本学科隶属于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该

学科是校级重点建设学科，本科专业“土木工程”为北京市

品牌建设专业，已在2006年通过专业评估。本学科具有良好

的科研和教学条件，结构实验室MTS拟动力加载设备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本学科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防火研究所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聘请了多名具有丰富工程经验的兼职导

师。目前具有3个研究方向：(1)结构振动控制理论与技术：

通过主动、半主动控制系统对结构振动进行控制，通过建筑

结构减震与基础隔震提高中低层建筑物的抗震性能。(2)工程

结构抗震减灾：主要研究建筑结构、桥梁结构及地下工程的

抗震理论、抗震设计方法及防灾减灾应用技术。(3)建筑防火

：建筑防火研究方向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防火研究所联合

建设，主要研究结构耐火、材料防火、消防系统、性能化评

估。 本学科教师多年从事工程结构防灾减灾领域的研究工作

，完成了一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了一批有学术水

平的论文，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国内有一定的学术影

响和学术地位。在建筑防火研究方向，该学科与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防火研究所合作开展建筑防火研究，完成了一批国

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本学科

现有教授3人，副教授7人，高级工程师4名。本学科先后与澳

大利亚、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的大学建立了科研与教学的交

流合作关系。 8.岩土工程 本学科隶属于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本科专业“土木工程”为北京市品牌建设专业，已在2006

年通过专业评估。本学科拥有一支长期从事岩土工程、结构

工程、土木工程施工及建筑材料的教师队伍，师资队伍年龄

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合理，共有7名专任教师，其中4

人获得博士学位，（1人为博士后），该专业还有多名校外兼

职导师。本学科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国际

交流合作，聘请了国内知名学者及俄罗斯教授参与岩土工程

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该学科有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已

接近国内先进水平。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实验中心配有各类

先进的科研及检测设备，设备总值近千万，设有直接用于实

践教学的地下工程施工仿真实验室。近几年，岩土工程专业

的教师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省、市级科研项

目多项，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安全生产科技成

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近五年公开发表论文几十篇，其中以

第一作者被EI收录的有10篇。 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致力于为

首都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地铁建设、地下工程

施工技术、地下结构的设计、地下工程防水材料的研究，为

岩土工程领域提供设计、施工、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该学

科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地下结构理论及地下结构动力分析、地

下工程施工技术研究、地下工程新型防水材料的研究、地下

空间的开发与利用等。 9.道路与铁道工程 本学科隶属于土木



与交通工程学院，该学科是校级重点建设学科，本科专业土

木工程为北京市品牌建设专业，已在2006年通过专业评估。

本学科具有良好的科研和教学条件，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实

验中心包括结构实验室、道桥实验室、岩土实验室、建筑材

料实验室等四个专业实验室，设备总值逾千万元，拥有先进

而齐全的试验与检测设备。目前该学科有教授2名，副教授8

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3人，北京市创新拔尖人才1人

，并有多名来自企事业单位具有丰富工程经验的校外兼职导

师。 近年来本学科教师完成及在研的国家级、国际合作项目

和省部级项目近30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7项，与建设部

、交通部、北京市、河南省等地区的相关单位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完成横向课题60余项，科研经费达700多万元，课

题来源广，经费充足。发表相关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

被SCI、EI、ISTP收录，出版专著与教材20余部。 本学科已形

成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如道路工程材料、路基路面结构与

设计理论、道路交通规划与管理、交通安全与环境，有较雄

厚的技术储备和丰富的经验积累，对于沥青再生技术、温拌

沥青混合料技术、路面病害治理及预防性养护、宏观交通政

策分析建模技术等，在国内外有一定地位和影响。 本学科教

师一直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美国加州 Davis大学、德

国Wupptal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以及日本武臧工业大

学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经常参加国际、国内会议交

流。 本学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

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道路与城市交通学科的基

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获得专业的基本训练，具有创新精神的

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主要在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从



事道路建设与城市交通网络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工作。

10.市政工程 本学科隶属于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该学科是北

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目前实验室面积达1000平方米，包括给

排水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及中荷合作的“可

持续环境生物技术研发中心”等。该学科的本科专业“给水

排水工程”为北京市品牌建设专业。 本学科师资队伍结构合

理，现有教授4名。曾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

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及省、市级多项科研项目，并多次获奖

。目前已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如北京市水环境污染控

制、供水安全性、污水资源化、建筑节水、需水量预测等，

为解决首都城市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在

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领域，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建筑居民

小区的可持续水循环、雨水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在全国有一

定影响。 本学科重视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与北京市政管理

委员会、北京市排水集团、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等有良好的

协作关系，与荷兰的Delft大学等建立了信息交流、联合培养

人才等合作关系。已毕业的学生在管理部门（如北京市排水

集团、国家专利局、环保局等）、设计单位、房地产公司、

环保产业、科研单位及大专业院校等从事有关市政工程的各

种工作，均为技术骨干并得到单位好评。 11.供热、供燃气、

通风及空调工程 本学科隶属于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该学科

为北京市重点学科，“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实

验室于2001年被认定为北京市首批高校重点实验室。自1993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目前已形成了较为突出的学科特色和优

势。主要研究方向：（1）室内人工热湿环境和空气质量；

（2）通风空调制冷技术与设备；（3）供热与热能利用；（4



）城市燃气输配；（5）燃气燃烧与应用；（6）流动传质传

热；（7）建筑节能技术；（8）智能建筑设备自动控制；（9

）建筑设备设计方法及理论。 该学科现有教授7人，副教授10

人，其中博士8人。多年来，该学科保持了突出特色并不断地

为北京市输送了暖通空调和燃气工程高级技术人才。该学科

还拥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实验教学基地“中法能源培训中心”

，实验室拥有价值为1300多万元的教学科研用仪器设备。该

学科先后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北京市科研教研攻关项目

和国际合作项目40多项，科研经费800多万元，重点学科和重

点实验室建设经费1000多万元，先后获各类专利及省部级

奖20余项。目前本学科及实验室已成为北京地区具有先进水

平的建筑环境与设备“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科研基

地，教学及科研用实验设施的水平已达到国内同类学科的先

进水平，部分研究领域及其成果居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本学科优势是拥有北京市学术创新团队，具有很强的师资

队伍，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中法联合办学，在城市能源

结构调整、建筑节能及改善居住环境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果，同时积极开展国内外的合作与学

术交流，与新西兰澳克兰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天津大学

联合培养硕士、博士。为促进首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

施做出了突出贡献。 12.环境工程 本学科隶属于环境与能源工

程学院，该学科与市政工程密切配合、协同发展。本学科现

有教授4人，副教授4人，讲师3人。有合理的学科梯队，为本

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地位。 本学科具备良好的科研条件，

有价值100多万元的仪器设备和1000多平方米的水实验室、热

工与流体实验室、化学实验室、计算机房等配套设施。 本学



科教师先后承担了科技部、建设部、教育部、北京市教委、

北京市科委的科研项目和实际的水环境工程项目数十项并多

次获奖。近年的科研经费达300多万元。每年在国际会议和国

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本学科在环境工程的水、

气、固方面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尤其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水环境生态系统及其修复、雨洪综合利用与控制，非点源污

染控制等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具有优势。 本学科特

别重视“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同首都的环境保

护紧密相连，与许多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有多方面的

教学实习与科研基地。 本学科注重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荷

兰、德国、日本、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专家学者建

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及时掌握国际上的前沿领域和最新发

展，使科研工作及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有力地促进学科的

建设与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13.管理科学与工程 本学科

隶属于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立足于为城市建设行业培养高

级专门人才，从事包括工程项目管理、项目风险管理、项目

财务管理、建设工程法律及合同管理、房地产项目经济技术

分析、决策支持系统(DS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技术经济

、城市数字化、建设领域信息化、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建筑节

能等方向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 目前该学科拥有一支由全

国知名教授与我院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组成的有着丰富教

学经验和科研能力的师资队伍，并在各自的研究方向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该学科导师共14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9人

，两名博士生导师，两名建设部高等学校工程管理学科专业

指导委员会委员。 该学科有稳定并逐年增长的科研项目，为

研究生论文研究提供充足的课题来源，与其他科研机构及国



家发改委、建设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有点良好的协作关系

，可以做到充分的资源共享。自1997年以来已完成和承担科

研项目共30多项，其中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5项，已获省部级

及以上奖6项，其他科研奖6项，科研成果转让6项，科研成果

被采用18项；近几年发表学术论文180篇，其中多篇被SCI

、EI、ISTP收录；专著20多部，教材60多部，并获省部级优

秀教学成果奖1项。目前承担着“十五”科技攻关和UNDP(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等多项国家和省

部级课题。 该学科培养的学生具有扎实的工程和管理学理论

基础，能正确地运用所学理论和专业知识、采用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及相应的工程技术方法解决建设行业

管理方面的有关理论与实际问题。学生毕业后可在建设行业

内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咨询机构、科研机构

及建筑及房地产企业等单位工作。 14.技术经济及管理 本学科

隶属于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立足于为建筑业、房地产业培

养高级专门人才，从事包括建筑和房地产企业管理、房地产

经济、房地产市场营销、物业管理、建筑与房地产电子商务

、建设项目经济技术分析、技术经济、建筑节能经济等方向

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 目前该学科拥有一支由全国知名教

授与我院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组成的有着丰富教学经验和

科研能力的师资队伍，在各自的研究方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该学科导师共14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9人，两名博士

生导师，两名建设部高等学校工程管理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委员。 该学科有稳定并逐年增长的科研项目，为研究生论文

研究提供充足的课题来源，与其他科研机构及国家发改委、

建设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有着良好的协作关系，可以做到



充分的资源共享。自1997年以来已完成和承担科研项目共30

多项，其中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5项，已获省部级及以上奖6

项，其他科研奖6项，科研成果转让6项，科研成果被采用18

项；近几年发表学术论文180篇，其中多篇被SCI、EI、ISTP

收录；专著20多部，教材60多部，并获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

奖1项。目前承担着“十五”科技攻关和UNDP(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及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该学科培养的学生具有扎实的技术经济和管理学理论基础，

能正确地运用所学理论和专业知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系统分析方法解决建筑与房地产行业经济管理方面的有关

理论与实际问题。学生毕业后可在建筑与房地产行业内的政

府机关、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咨询机构、科研机构及建筑

及房地产企业等单位工作。 15.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本

学科隶属于测绘与城市空间信息学院，该学科所依托的是学

校的重点学科，由其支撑的“测绘工程”本科专业是北京市

品牌建设专业。该学科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实验设备：有价

值500余万元的三维激光扫描仪3套，价值200余万元的移动道

路测量系统一套，价格180万元的激光跟踪仪一套，RTK GPS

测量系统4台套，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企业版3套，教学版40

套，图形工作站20台，全站仪20余台，有75个节点的ArcGIS

桌面版和25个节点的ArcGIS Server。 该学科的重点研究方向

是古建筑数字保护与建筑仿真、城乡规划与管理地理信息系

统技术与应用、资源与环境遥感分析与评价、精密与工业三

维测量技术与应用。近年来，本学科编写和出版学术专著、

教材多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其中包括三大检索论文30余篇。目前正在承担着国家级科



研项目、省部级科研、教研项目和多项横向科研项目，年均

科研经费200余万元。 该学科拥有一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教

学水平、科研水平和技术开发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师资队

伍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合理，现有教授4人、副教

授12人，所有教师均有硕士以上学位，硕士导师中博士学位

教师占70%以上，其中一名教师荣获“北京市教学名师”称

号，一名教师入选“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选拔计划”，一门

课程荣获“北京市精品课”称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院士李德仁教授、中国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原院长林宗

坚教授、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主任陈军教授为该学科兼职

教授。本学科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

，这种合作为研究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独立解决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该学科

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合在国土资源、测绘、交通、城建、规

划等国民经济建设领域、政府各部门以及军事、教育、科研

单位从事地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古建筑数字化测绘与保

护、空间分析与应用、辅助决策与管理、城市规划与管理、

数字地图设计与制作、数字地图分析与应用等方面教学、科

研、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 16.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本学科隶

属于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该学科为我校重点学科，主要从

事控制理论及其在建筑领域的工程应用研究。多年来，该学

科已形成了以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技术为专业特色，控制理论

和信息处理技术相结合的培养体系，并具有一批电气信息类

专业实验室和一个国内先进的建筑智能化实验研究中心，其

中变风量空调控制实验室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供热、供燃

气、通风及空调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中心还下设



电梯控制实验室、火灾报警消防控制实验室、给排水控制实

验室、现场总线控制实验室、建筑供、配电及照明控制实验

室并设有保安监控系统、综合布线系统、门禁系统等，可为

研究生提供优良的研究环境。 近年来，本学科教师先后承担

了省部级、校级科研项目20余项，出版专著30余部，在国内

外重要刊物和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有数十篇论

文被国际三大检索数据库收录，在电梯控制、变风量空调控

制、绿色建筑测控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并在工

程上得到应用。 本学科现有教授3人，副教授12人，同时还聘

请了多名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为兼职教授，形成

了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 本学科旨在

培养高层次科研和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学生掌握该学科坚实

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自动控制领域的发展动

向，具有扎实的控制理论基础，熟练并掌握建筑智能化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和解

决与本学科有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具有一定的独立从事科

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三、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品行端正、遵纪守法，身

体健康，年龄在40岁以下，符合下列条件者，经所在学校或

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可以报考： (1)高等学校应届本

科毕业生； (2)有免试推荐权的高等学校推荐的优秀本科毕业

生（其中建筑历史、建筑设计、建筑技术科学专业只接收通

过建筑学专业评估院校的推荐生；结构工程、岩土工程、防

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专业只接收通过土

木工程专业评估院校的推荐生）； (3)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

科学历的往届本科毕业生； (4)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校应届



本科毕业生可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

毕业生，并且毕业后二年或二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

同等学力 （见2）要求。 2.各专业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者要求

必须进修本科如下课程： (1)报考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各专业

的考生所须进修课程请与学院直接联系（010-68322397，张晓

林老师）； (2)结构工程专业：建筑材料、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结构力学、工程力学（材力、理力）、高层建筑结构、钢

结构； (3)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专业：结构力学、工程力

学（理力、材力）、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工程结构抗震； (4)岩土工程专业：建筑材料、土力学与

地基基础、结构力学、工程力学（材力、理力）、建筑施工

技术与组织、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地下结构； (5)道路与铁

道工程专业：土木工程材料、工程力学（材力、理力）、交

通工程、路基路面工程、道路勘测设计； (6)市政工程专业：

水质工程学（一）及（二）、建筑给排水工程、水力学、水

微生物学； (7)环境工程专业：水污染控制、固体废弃物处置

、微生物学、流体力学、环境监测、大气污染控制； (8)供热

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专业：流体力学、传热学、工程热力

学、计算机技术及任一门专业课； (9)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建筑技术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建设法规、西

方经济学、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

业管理等不少于三门的课程，或管理类与经济类本科主干课

程中的不少于三门的课程； (10)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

项目管理、建筑技术经济学、工程造价、管理信息系统、财

务管理学、建设法规、西方经济学等课程中不少于三门课程

；。 (11)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专业：误差理论与测量



平差基础（或测量平差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原理、C语言

（或数据结构）、空间定位技术及应用（或全球定位系

统GPS）、摄影测量学、工程测量学； (12)控制理论与控制工

程专业：自动控制原理（包括经典控制理论和现代控制理论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电机拖动

、计算机控制技术。 3.其它注意事项： (1)跨专业报考范围一

般应在本学科门类内，个别跨门类报考考生在报名前应与相

关专业所在学院联系咨询； (2)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历史

与理论专业只接收建筑学、城市规划、景观园林、工业设计

、环境艺术五个专业的考生；建筑技术科学专业只接收建筑

学及其相关专业和土木工程专业的考生； (3)城市规划与设计

专业只接收建筑学、城市规划、景观园林、环境艺术专业的

考生； (4)设计艺术学专业只接收建筑学、工业设计、城市规

划（或园林）专业的风景园林（部分）、木材科学与工程专

业的室内与家具设计（部分），以及艺术类下设相关专业（

如，艺术设计学、艺术设计、雕塑、绘画、摄影、动画、美

术学等）的考生； (5)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历史与理论、

建筑技术科学专业不接收跨专业的专科考生； (6)不接收单独

考试考生。 四、报名办法 1.考生报名全部采用网上报名方式

。考生通过网上报名后，到单位所在省市高等学校研究生招

生办公室指定的报名地点报名、照像；北京地区考生网报后

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确认报名信息、照像； 2.报名时间

为教育部统一规定的时间，也可到当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咨

询。 五、入学考试 1.北京地区考生在我校考试； 2.外埠考生

初试在当地进行，地点由当地招生办指定； 3.初试时间以准

考证通知的时间为准； 4.统考科目（政治理论、英语、数学



）按教育部制定的考试大纲进行； 5.初试分数在34月份通知

； 6.复试一律在我校进行，时间为45月份，以我校通知为准

。 六、复试、录取 1.根据初试成绩，按教育部公布的复试基

本要求及初试合格分数线择优进行复试； 2.对复试合格考生

按初试和复试综合成绩排队，择优录取； 3.录取通知书一般

在6月中旬发出； 4.入学时间为9月初。 七、其它事项 1.考生

在报名时无需填写导师姓名，待正式录取且开学报到后，由

所在二级学院采取导师与研究生双向选择和分配相结合的方

式确定导师，本校研招办不负责联系介绍导师； 2.定向、委

培生，自筹经费生需由考生、考生所在单位与我校签署定向

、委培、自筹经费协议； 3.政治理论、英语、数学往年考题

和本年度的考试大纲，由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统一出版发行

，我校不办理代销业务，也不出售历年专业考试试题； 4.各

专业参考书由新华书店或出版社发行，我校不办理代销业务

； 5.考前专业课答疑在本校进行，具体安排请及时关注我校

网站； 6.各专业招生人数为初步拟定招生人数，录取时按上

级批准规模数和合格考生人数做适当调整； 7. 学制为2.53年

，超过2.5年的加收培养费； 8.考生对所关心的问题若要详细

了解，请向我校下列部门及人员咨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 张晓林 010-68322397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王 林

010-68322520 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 莫 放 010-68322126 经济

与管理工程学院： 王 媛 010-68322157 杨 明 010-68322197 测绘

与城市空间信息学院： 李学芳 010-68322531 电气与信息工程

学院： 杨 娜 010-68322086 学生工作办公室（就业）刘艳华

010-68322137 学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44 学校主页： http://www.bucea.edu.cn 主管部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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