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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AE_A1_c73_543841.htm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是为研究

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帮助社会经济组织提高现代化管理

的效率与水平而设置的专业，目前中国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专业排名按高低依次是：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一)西安交通大学 本

学科点1978年招收硕士生，1984年获得博士授予权，1988年建

立博士后流动站。1988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1996年以来获“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行动计划

”重大项目资助。已投资3000余万元建成5个专业和4个教学

实验室，陕西省政府投资4500万元的教科楼正在施工之中。 

本学科点现有教师64名，其中，教授20名(博士生导师16名)，

副教授20名，博士学位获得者29名，杰出基金获得者2名(含B

类1名)，教育部跨世纪2名。五年来主持国家级课题33项(在研

项目24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一

项)，国际基金和合作项目12项(如与斯坦福大学、伦敦商学

院在可持续发展、柔性战略方面有2年以上联合研究)，省部

级课题50余项，科研经费2600余万元(在研科研经费1800余万

元)。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7项；

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一项。在国际学术刊物上

发表论文45篇(其中EI、SCI、SSCI、ISTP收录29篇)，在国家

级刊物上发表论文813篇，出版专著46部，培养出博士85人，

硕士515人；博士后12人。有53人在国外著名大学讲学或国际

会议上作报告，学术气氛浓厚，国内外学术交流活跃。在学



科建设中，与相关学科紧密配合，形成整体，共同完成了许

多科技项目，并联合培养了许多研究生。 本学科点主要研究

：战略与创新、先进制造、管理信息系统与商务、人口社会

经济系统分析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管理优化及复杂性科学研

究五个方向。(1)战略与创新研究的特色在于将价值创造纳入

战略管理体系，注重将不环境、资源和能力柔性、行为选择

及企业绩效有机整合，形成了以激励和创新为基础、以战略

转变为纽带的战略一体化管理的理论观点，该研究将可能形

成系统领域的主流研究方向。(2)先进制造模式及管理研究的

特色在于，从思路上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从上而下(从理论、

市场变革出发，自研究先进制造模式逐步深入到企业级管理

技术)，技术方法上的自下而上(从现实生产管理问题、逐步

上升到制造资源集成)，突出资源快速有效集成，它将成为该

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3)管理信息系统方向的特色表现在支

持群体决策的信息组织结构模型、电子商务模式的系统化，

及构建多Agent的仿真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有良好

的发展前景。(4)在人口、社会经济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方

面，建立了中国区域模型生命表，提出了中国社会和谐发展

的途径和模式，这此研究已受到国际广泛关注，发展前景广

阔。(5)管理优化及复杂性科学的研究特色在于应用非线性分

析和博弈模拟方法对管理的不确定问题和优化选择问题进行

了深入研究。该方向注重用数学和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解决管

理问题，符合发展趋势。 今后五年中，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使

本学科点不仅国内领先，而且在更多的研究方向上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为此，在高质量地完成现有国家、省部级课题的

同时，积极争取国家重大、重点项目2项，积极引进国内外优



秀人才，培养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使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占总数的85%以上，形成结构合理素质高、能力强的群体，

并争取平均每年获得2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使本学科形成

培养我国高级管理人才，并能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重大管理

问题的重要基地。同时，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高层次管理人才

的培养和管理研究的重要基地。 (二)清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

程系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历史最为悠久的系之一。其前

身为清华大学管理工程系，于1979年成立，并开始招收管理

工程专业研究生，1980年招收首届本科生。1984年，经济管

理工程系扩建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85年，建立管理

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1986年获得“系统工程”博士授

予权。2001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管

理科学与工程系现有在职全职教师21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

授9人、讲师5人，并聘有多名国外资深学者担任访问教授。

本系教师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部委的研究课题，同

时也承担许多来自企业的研究课题。目前拥有电子商务实验

室、软科学实验室、企业资源规划(ERP)实验室等多个开放式

研究平台。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管理信息系统、供应链管理、

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复杂系统建模与决策、商务智能与

决策支持系统、系统工程、数据模型与模糊信息处理、运筹

学、优化模型、统计模型及其商业应用等。全系共有在读本

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200余名。 系主任：陈剑教授。 “管

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在2002年全国学科评估中名列第二

。2005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被评为全国优

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全国所有院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后流动站中唯一获此殊荣的流动站。 (三)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



尔滨工业大学创建于1920年，是一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发展建设迅速的高等学府；1954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首批六

所重点院校之一，1984年被国家列为重点建设的15所高校之

一，1996年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1999年又跻身于

国家重点建设的九所大学行列，是以理工科为主，理、工、

管、文相结合的多科性研究型大学。哈工大是我国较早建立

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院校，20世纪40年代就建立了“铁路管理

、工程经济、东方经济”等专业。1952年通过前苏联专家的

帮助，在全校各技术专业开设了《机械制造企业经济、组织

与计划》课程，并为全国高等工科院校开展工程经济教育进

行示范教学；1954年建立了“机械制造企业经济、组织与计

划”和“动力企业经济、组织与计划”两个专业；1955年成

立了“工程经济系”，是我国高等工科院校中第一个建立工

程经济方面的科系。工程经济系在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同

时，还受教育部和有关部委的委托，举办了多期师资班和干

部班，为全国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管理专业师资，为有关部

委培养了大批管理干部，使哈工大成为我国工程经济教育的

摇篮，为我国管理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78

年改名为“管理工程系”。1984年8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

成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是我国首批建立的4所

管理学院之一，1986年获得管理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

哈尔滨建筑大学1980年设立了“建筑管理工程”专业，并组

建了“建筑管理工程系”，是我国首批开展建筑管理工程本

科教育和建筑经济及管理专业硕士生培养的院校之一，1993

年成为我国唯一的建筑经济及管理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99

年在建筑管理工程系的基础上成立了管理学院。2000年6月原



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原哈尔滨建筑大学合校，两校的管理学院

合并，组成了新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与工程系下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教研室》、《系统工程

教研室》，并设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研究所》和《管理

科学研究所》；设有“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点和“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二个本科专业。现有教授6人

、副教授12人、讲师5人，拥有一支实力雄厚、学科领域宽广

、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形成了管理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

决策支持系统、航天与国防系统工程和社会经济系统工程等

主要的研究方向。 (四)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是享誉世界的中国

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其前身北洋大学成立于1895年。天

津大学在国内率先成立管理学科，1978年，天津大学成立了

系统工程研究所，1979年成立了工业管理工程系。1984年，

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高校选出天津大学等4所院校成立全国首批

管理学院，负责培养我们自己的高级管理科学人才。 天津大

学管理学院现有面积12000平方米。有教职工174人，其中教

师132人。教师中有博士生导师34人，硕士生导师90人，教

授38人，副教授70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65人及在读博

士，占教师总数的49%。学院还有博士后在站人员46人。教师

中，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2人，国家863专家1人，教育部“

跨世纪优秀人才”2人，获杰出青年基金1人，天津市政府授

衔专家3人，获天津市青年人才奖6人。此外，学院还聘请

了50余名国内外名牌大学、大型企业、政府机构的著名专家

、学者为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其中，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教授被聘为学院名誉教授，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被聘为学校教授及管理学院



名誉院长。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将工程、经济、管理有机地结

合一起，建设了一个较为完整、有机构成的学科群，它们之

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是在国内起步早，边际效益较高的

少数高增长学科之一，有着强劲的市场需求和较强的可持续

发展潜力。建院二十余年来，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瞄准国民经

济主战场，特别是制造业与工程建设领域，并积极向金融等

第三产业扩展，狠抓学科建设这个龙头，多年来始终走在全

国高校管理学科发展的前沿。 全国首批管理学院；全国首批

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全国首批系统工程专业；全国首批招

收MBA单位；全国首批招收MPA单位；全国首批招收EMBA

单位；全国首批工业工程专业；全国首批国际工程管理专业

；全国首批工程造价管理专业；全国首批基本建设管理工程

专业；全国首批房地产和建设项目管理硕士专业；全国首批

管理科学与工程重点学科等。 目前，天津大学管理学院还拥

有涵盖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三大管理一级

学科，还兼有应用经济学和控制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

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管理科学与工程

和工商管理)，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一个博士后流动站、24

个硕士点及7个本科专业组成的高水平管理学科群。培养各类

人才的学科专业为：学士学位7个：工程管理、工业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理、工商管理、电子商务、物流

工程；硕士学位16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业工程、工程管

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企业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会

计学、数量经济学、金融学、行政管理、系统工程、旅游管

理、土地资源管理、统计学、药事管理、情报学；专业硕士

学位8个：工商管理(MBA)、公共管理(MPA)、工业工程领域



工程硕士、物流工程领域工程硕士、项目管理领域工程硕士

、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EMBA)、房地产和建设项目管理硕士；博士学位7个：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业工程、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技术经济及管理、系统工程、药事管理。 (五)大连理工

大学 管理学院和中美两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

理大连培训中心”是一个实体。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于1986年由管理工程系和系统工程研究所联合成立，管理学

院第一任院长由当时的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王众托院士担任

。管理工程系于1980年和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学培训中心同

时成立，系统工程研究所由教育部批准成立于1978年。大连

理工大学是国内最早建立管理学科的6个学校之一，也是国内

最早成立管理学院的单位之一。 目前，管理学院的学科领域

横跨管理学、工学和理学3个学科门类，涉及5个一级学科,16

个二级学科；拥有以王众托院士为首的高水平、高层次学术

队伍。现有教授25名，副教授42名，其中博士生导师26名。

管理学院目前已与美国、加拿大、法国、荷兰、日本、澳大

利亚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多所大学建立了

学术交流、合作研究与合作办学等广泛的合作关系。管理学

院不仅注重学生的培养，更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不仅注重

当前的建设，更注重长远的发展。因此，学科建设与学术生

长点培育是管理学院一切工作的核心。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

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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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