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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领域（专业型硕士） 

领域代码：085211 

 

一、领域简介 

计算机技术广泛的应用于政务商务、航空航天、军事国防、金融证券、工业

控制等国家重大行业，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的重要因

素，是关系到国计民生重要领域。计算机专业技术及其应用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于 1958 年设立计算机专业，是国内最早设立该专业的学

校之一。计算机学院建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拥有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应用技术和计算机

软件与理论三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

机软件与理论和教育技术学四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计算机科学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 1%。 

计算机学院形成了由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等组成的高水平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团队。主要培养方向包括网络与信息

安全，嵌入式和计算机外部设备，软件理论与关键技术，网络工程与技术，高性

能计算，图形图像处理技术，人工智能和计算生物信息工程等。所培养人才分布

在政府、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院所和知名企业等，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二、培养目标 

1、培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

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 

2、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较强的独立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要求系统掌握计算机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

熟悉相关领域发展动态，具有强的工程实践和系统开发能力，具有独立从事计算

机及应用系统的分析、设计、集成、开发、测试、维护等的能力，能够独立的解

决工程应用领域的技术难题，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具有强的工程项目

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 

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领域的外文资料，具备专业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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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交流能力。 

4、身心健康，具有承担本领域各项专业工作的良好体魄和素养。 

三、培养方向 

1、网络与信息安全 

针对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的需求，结合军事国防、工业控制、智慧城市等国

家重大行业，学习和研究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及技术，信息系统安全性和脆弱

性分析技术，网络安全协议工程，网络安全攻防技术、信息安全集成与联动技术、

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性评估技术等。所培养学生能够为信息系统设计信息安全保

障方案，具备开发和集成信息安全系统的能力。 

2、嵌入式和计算机外部设备 

针对各种嵌入式系统在工业控制、航空航天、军事国防等中的应用，结合计

算机外部设备的发展，学习和研究计算机输入输出关键技术，面向特定需求的打

印扫描技术，人机交互技术；嵌入式系统分析、设计技术，嵌入式操作系统和软

件，嵌入式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保障技术，嵌入式系统的性能评估技术。所培

养学生能够为特定需求设计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具备开发和集成嵌入式系统的

能力。 

3、软件理论与关键技术 

结合计算机自身的发展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等对计算机软件的要求，学习和

研究基础软件开发、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工具等技术；软件需求分析、开发

管理、测试管理、质量管理等；软件系统的集成构造技术。所培养学生具有软件

系统分析、设计、开发、集成、测试等的能力。 

4、网络工程与技术 

结合现代信息系统对计算机网络的要求，学习和研究下一代网络体系结构与

技术，网络管理与优化，组网工程，网络规划与设计，网络协议分析与设计，网

络编码与传输，无线网络技术，物联网技术及应用，数据中心网络技术，软件定

义网络技术等。所培养学生具有网络设计与部署、协议设计与应用的能力。 

5、高性能计算技术 

结合复杂应用系统、大数据等对高性能计算的要求，学习和研究高性能计算

体系结构，云计算资源分配和管理技术，大规模分布式协同计算技术，面向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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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计算模式，适合于大数据的计算模式，大规模数据存储体系和技术，高性能

计算平台构建技术等。所培养的学生具备研发和部署高性能计算平台与系统的能

力。 

6、图形图像和视频处理技术 

结合图形图像和视频处理在计算机应用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学习和研究图形

图像分析技术，图形图像处理技术，色彩管理技术，图像质量分析与修复技术，

图像视频检索与识别技术，视频跟踪与匹配技术，图像视频的伪造与甄别技术，

三维图像处理与虚拟现实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及技术等。所培养的学生能够根据

相应的需求处理视频和图像，具备图形图像和视频系统研发的能力。 

7、人工智能和计算生物信息工程 

结合人工智能以及生物信息学的相关需求，学习和研究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技术，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技术，优化决策支持技术，生物大数据分析与处理技

术，人工智能与生物信息的应用技术，人工智能与生物信息的工程算法设计等。

所培养学生具备从事人工智能与计算生物方向的系统研发能力。 

四、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有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和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两

种。全日制专业硕士采用“课程学习（脱产）+工程实践+学位论文”相结合的三

段式培养过程。非全日制专业硕士采用“课程学习（不脱产）+工程实践+学位论

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专业硕士培养在工程实践和学位论文期间实行“双导师

制”。由学校研究生导师和企业或工程部门内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工程实践

经验丰富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校外导师对学生的实习及论文进行联合指导。校

内导师侧重负责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包括学位论文的撰写和学位申请等方面的

指导工作；校外企业导师侧重负责工程实践的工程技术指导工作。论文选题、开

题以及中期等环节由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 

五、学制与学分 

1、学制：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必要时可申请延长学习年限，

最长学习时间不得超过四年（含休学）。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

最长学习时间不得超过五年（含休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一般用一年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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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其余时间用于开展工程实践及学位论文工作。硕士生申请提前或延期

毕业，需经导师同意，学院主管领导审核，研究生院批准，具体办法参照《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专业学位硕士授予专业学位工作的实施细则》文件执行。 

2、学分：专业型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在学期间需修满额定学

分不少于 36学分。学分课程由学位课、限选课、任选课及必修环节四部分组成。

其中学位课包括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要求修满 19 学分；限选课包括

体育课、职业素质类课程及实验类课程；必修环节包括企业实习报告、开题报告

及中期检查。 

企业实习报告：企业实习报告应在硕士生结束工程实践后撰写提交，由校内

外导师根据学生的表现，共同给出成绩。 

开题报告：具体要求参见本培养方案第八部分论文工作中相关内容。 

中期检查：具体要求参见本培养方案第八部分论文工作中相关内容。 

六、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

时 

学

分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

注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G00FL1020 综合英语 64 2 考试 秋季 外国语学院 

必

修 

G00HA10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 考试 秋季 人文学院 

G00HA101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考试 春季 人文学院 

G00HA1012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4 0 考查 秋季 人文学院 

G00FL1021 专业英语 32 1 考试 全年 外国语学院 至
少
选
一
门 

G00FL1022 基础写作 32 1 考查 全年 外国语学院 

G00FL1023 英语听说 32 1 考试 全年 外国语学院 

G00FL1024 跨文化交际 32 1 考查 春季 外国语学院 

可

选

一

门 

G00FL1025 商务英语 32 1 考查 春季 外国语学院 

G00FL1026 英美文化 32 1 考查 春季 外国语学院 

G00FL1027 英美报刊选读 32 1 考查 春季 外国语学院 

G00FL1028 西方文学名著赏析 32 1 考查 春季 外国语学院 

G00FL1029 影视鉴赏 32 1 考查 春季 外国语学院 

G00FL1030 英语演讲与辩论 32 1 考查 春季 外国语学院 

专

业

基

础

课 

Z00EE1035 矩阵论 48 3 考试 全年 电子工程学院 

选

一 

门 

Z11CS1006 计算机科学使用的数理逻辑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007 组合数学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008 数论算法及有限域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010 工程优化方法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00MS1033 应用随机过程 48 3 考试 全年 数学与统计学院 

Z11CS1005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48 3 考试 春季 计算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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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课 

Z11CS1118 高级计算机系统结构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选

三

门 

Z11CS1125 网络存储及系统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26 软件工程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20 算法分析与设计 48 3 考试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14 进化算法基础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12 模式识别 48 3 考试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21 软件体系结构 48 3 考试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27 计算机网络与系统安全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11 人工智能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28 高级操作系统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13 计算机图形学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29 工业控制与嵌入式系统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24 人机交互 48 3 考试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19 数据与知识工程 48 3 考试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04 计算生物信息学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03 并行与分布式计算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限 

选 

课 

G00HA0040 体育 20 0.5 考试 秋季 人文学院 必

修 G00HA0041 体育 20 0.5 考试 春季 人文学院 

Z11CS1900 计算机网络工程与实验 48 3 考查 秋季 计算机学院 

选

一

门 

Z11CS1906 网络与系统安全实验 32 2 考查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902 数据分析原理与实验 48 3 考查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903 FPGA 设计实验 32 2 考查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904 网络存储技术原理、应用与实验 32 2 考查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905 操作系统内核设计实践 32 2 考查 春季 计算机学院 

G00HA1015 职业生涯规划与职业素养培养 16 1 考试 春季 人文学院 选

一

门 G00HA1016 知识产权与专利申请 18 1 考试 秋季 人文学院 

必 

修 

环 

节 

G00GS1001 企业实习报告  2 考查 全年 研究生院 

必

修 
G00GS1002 开题报告  2 考查 全年 研究生院 

G00GS1003 中期检查  2 考查 全年 研究生院 

任 

选 

课 

G00FL1200 日语（二外） 120 2 考试 学年 外国语学院 

选

6

学

分 

G00FL1201 俄语（二外） 120 2 考试 学年 外国语学院 

G00FL1202 德语（二外） 120 2 考试 学年 外国语学院 

G00FL1203 法语（二外） 120 2 考试 学年 外国语学院 

G00FL1204 韩语（二外） 120 2 考试 学年 外国语学院 

Z11CS1209 云计算及虚拟化技术 36 2 考试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212 VHDL 语言与数字系统 EDA 设计 32 2 考查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211 网络管理与优化 34 2 考试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214 虚拟现实与三维仿真技术及应用 32 2 考查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204 Web 程序设计 32 2 考查 秋季 计算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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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1CS1205 计算机视觉 32 2 考查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203 生物信息学算法 32 2 考查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16 服务计算与大数据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215 移动网络与普适计算 40 2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216 无线网络安全技术 32 2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217 Linux 内核分析 40 2 考查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206 图像处理的数学基础 32 2 考试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09 图的挖掘技术及应用 32 2 考试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05 计算智能 48 3 考查 秋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107 模糊系统理论与应用 48 3 考试 春季 计算机学院 

Z11CS1202 Petri 网原理及应用 40 2 考查 秋季 计算机学院 

X24CS1132 面向对象技术 48 3 考试 秋季 计算机学院 

可在全校硕士课程中选修 

七、工程实践 

工程实践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工程实践通常在

企业或实习实践基地进行，依托实际项目实施。时间一般不少于半年（应届本科

毕业生为一年）。在工程实践过程中，研究生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高工

程素质和工程技能，锻炼具有独立承担工程技术及工程管理的能力。认真遵守实

习单位的各项管理规定。实践期间实行“双导师制”，研究生接受校内导师和企

业导师的共同指导，完成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和企业实习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后，

获得相应学分。 

八、论文工作 

1、论文阶段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修完学位课程并完成规定学分

后，可以开展学位论文工作。硕士研究生在校内外导师联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

校内导师为第一导师，对质量全程把关。学位论文工作包括论文选题、开题报告、

中期检查、论文撰写、论文答辩等几个环节。 

（1）论文选题：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企业的实际研发项目或者具有明确

的项目背景和应用价值。选题可以来源于完整的工程设计项目或技术改造项目，

也可以是技术攻关研究专题。选题应具备一定的先进性、技术难度和工作量。选

题应在校外企业指导老师和校内指导老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 

（2）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是开展学位论文工作的基础，是保证学位论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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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重要环节。开题报告撰写以文献综述报告为基础，主要介绍课题研究的目的、

意义、技术路线、实施方案、计划安排和预期成果。开题报告应明确学位论文类

型和形式。完成开题报告的时间由硕士生两位导师根据硕士生工作进度情况确

定，一般应于入学后的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最迟为第四学期结束前。论文开题

需要由包括导师在内的不少于三位具有硕士指导资格的教师同意认可。 

（3）中期检查：研究生应在论文开题 6 个月后完成中期检查。培养单位组

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综合能力、论文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工作态度和精力投入

等进行全面检查。中期检查的目的在于关注论文工作进展，及时给予指导。中期

检查应公开进行，检查时间距离申请答辩的时间一般不少于半年。 

（4）论文撰写：学位论文内容应包括课题背景、国内外动态、设计方案的

比较与评估、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途径、本人在课题中所做的工作、理论分析、

方案设计、测试装置和试验手段、试验数据处理、必要的图纸、图表曲线与结论、

结果的技术和经济效果分析、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等。与他人合作或前人基础上继

续进行的课题，必须在论文中明确指出本人所做的工作。论文撰写要求按《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要求及范例》执行。 

（5）论文答辩：专业学位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7名专家（包括一名企

业专家，同时要求至少有一名论文评阅专家参加）组成。通过答辩后，校学位论

文评定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以及学院学位分委会的审核意见并按照有

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2、论文类型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具有多种类型。根据我校专业类别和工程领域

特点，论文类型可分为八类，分别是工程（规划）设计类、调研报告类、应用基

础技术类、实用新型技术类、应用软件技术类、技术报告类、工程（项目）管理

类和案例分析类以及技术论文类。每一类论文的要求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实施细则》 

论文工作中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期、评审、答辩、论文类型以及授位标

准等具体要求，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工作的

有关规定》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专业学位硕士授予专业工作的实施细则》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