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一、 适用学科、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工学门类，学科代码 0812） 

* 计算机系统结构（二级学科、专业，学科代码 081202） 

*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二级学科、专业，学科代码 081201） 

* 计算机应用技术（二级学科、专业，学科代码 081203） 

二、 培养目标与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要求本专业

硕士学位获得者较好地学习与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诚信公正，学风严谨，有社会责任感。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

关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和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

作的能力。 

三、 培养方式 

1、硕士生培养实行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导师）负责制。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

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的意见》，导师是硕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在各个培养环节

应加强对硕士生的指导。 

2、导师应有适宜于培养硕士生的研究课题和充足的研究经费。导师应与硕士生定期交

流，关心硕士生思想品德、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促进硕士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四、 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符合《清华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要求。 

五、 培养环节与学位要求 

1、选题报告 

入学后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确定具体课题并完成选题报告。依据

《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考核小组一般至少由 3 名副教授或相当职

称以上的专家组成。 

入学后第 4 学期结束前仍未通过选题报告者，则该必修环节考核未达到培养方案规定要

求，应予以分流。硕士生可申请退学，否则学校予以退学处理。 

论文研究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学籍在交叉信息院的硕士生，应在选题报告前完成资格考试。资格考试细则见附件二。

选题报告需用英语进行。 

2、论文中期检查 

依据《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在硕士论文开展中期，组织考核

小组对硕士生的综合能力、论文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工作态度、精力投入等方面进行检查。通

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3、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加 10 次以上（其中 2 次为跨二级学科）的学术活动，并写不少于

500 字的小结。填写“硕士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经导师签字后自己留存。答辩前交研工

组审查,教学办录入成绩。 

4、论文写作 

为了强化论文写作指导和训练,本系在秋季学期举办“论文写作”系列讲座 3 次，要求

2021 级以后的学生全部参加。 

六、 课程设置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期间，需获得学位学分不少于 28，其中公共必修学分不少于 5，必

修环节学分不少于 3，学科专业学分不少于 20。任选课程及自学课程学分另计，鼓励选修学

校推荐的“学术与职业素养课程”。 

 

*公共选修课程 

为了扩大知识面，可由导师指定或研究生本人自选如下课程。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学分

另计。 

A、跨一级学科的其它专业课程 

B、校研究生院推荐的“研究生学术与职业素养课程” 

*自学课程 

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专门知识，可由导师指定内容系统地自学，不计学分。 

*补修课程 

凡在本门学科上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生，一般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

程。补修课程可记非学位要求课程学分。 

*经导师同意，非全英文硕士项目的外国留学生可选择“先进计算全英文硕士项目”培

养方案中的学位课程，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学分计入其学位课程学分中。 

1、 学位课程与环节( 不少于  28  学分 ) 

（1） 公共必修课( 不少于  5  学分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60680002 2 学分 考试 春秋 

自然辩证法概论 60680021 1 学分 考试 春秋 

硕士生英语 64200012 2 学分 考试 春秋 

第一外语类 

中国概况课 

（2） 必修环节( 不少于  3  学分 ) 

研究生学术与职业素养课可从研究生院发布的研究生学术与职业素养平台课程中选择 

研究生学术与职业素养 62550031 1 学分 考查 秋 

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 69990021 1 学分 考查 春秋 

学术活动 69990031 1 学分 考查  

学术与职业素养课 

（3） 学科专业要求学分( 不少于  20  学分 ) 

A、 基础理论课( 不少于  3  学分 ) 

随机过程 60230014 4 学分 考试 秋 

组合数学 60240013 3 学分 考试 秋 

高等数值分析 60420024 4 学分 考试 秋 

应用随机过程 60420094 4 学分 考试 秋 

基础泛函分析 60420144 4 学分 考试 秋 

应用近世代数 60420153 3 学分 考试 春 



现代优化方法 60420174 4 学分 考试 春 

最优化方法 60420194 4 学分 考试 秋 

不确定规划 60420214 4 学分 考试 春 

计算几何 70240183 3 学分 考试 春 

算法与算法复杂性理论 70240193 3 学分 考试 春 

B、 学科专业课(17 学分,至少选一门专业基础课，其他学分可用基础理论课代替) 

导师认可的其它专业课(可跨一级学科)<5 学分 

（a） 计算机系统结构学科专业基础课( 不少于  1  门 ) 

高等计算机网络 60240083 3 学分 考试 春 

高等计算机系统结构 70240013 3 学分 考试 秋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70240023 3 学分 考试 秋 

数据安全 70240093 3 学分 考试 春 

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系统的性能评价 70240253 3 学分 考试 春 

并行计算 70240263 3 学分 考试 春 

计算机系统与体系结构 80470262 2 学分 考试 秋 

（b） 计算机系统结构学科专业课 

课号 80240173 与 80240563 二选一;80240362 与 80240663 二选一;注意二选一的课如果

两门都修了,只能算一门. 

高性能计算实验 60240093 3 学分 考查 秋 

大数据分析（B） 60240103 3 学分 考查 秋 

大数据算法基础 60248013 3 学分 考试 秋 

计算机网络中的形式化方法与协议工程学 80240123 3 学分 考试 秋 

高性能路由器体系结构与高速信息网络技术 80240143 3 学分 考试 秋 

计算科学与工程中的并行编程技术 80240153 3 学分 考试 春 

下一代互联网 80240173 3 学分 考试 春 

计算机系统性能测试 80240242 2 学分 考试 春 

网络存储技术 80240303 3 学分 考试 春 

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 80240352 2 学分 考试 春 

计算机网络管理 80240362 2 学分 考试 春 

高级操作系统 80240442 2 学分 考查 春 

下一代互联网 80240563 3 学分 考查 秋 

Web 与信息检索 80240573 3 学分 考查 春 

分布式系统导论 80240613 3 学分 考试 秋 

大数据分析与处理 80240632 2 学分 考查 春 

高级网络管理  80240663 3 学分 考查 秋 

大数据分析与内存计算 80240673 3 学分 考试 春 

大数据系统导论 80240693 3 学分 考试 春 

赛博智能经济与区块链 80240733 3 学分 考查 秋 

软件定义网络：原理和实现技术 80240773 3 学分 考试 秋 

机器人认知计算 80240783 3 学分 考查 秋 

机器学习 80245013 3 学分 考查 秋 

密码学与网络安全 80248033 3 学分 考试 秋 

（c）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学科专业基础课( 不少于  1  门 )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70240063 3 学分 考试 秋 



数据挖掘：原理与算法 80240373 3 学分 考试 秋 

算法分析与设计 80470032 2 学分 考试 秋 

随机网络优化理论 80470084 4 学分 考试 秋 

高等理论计算机科学 80470214 4 学分 考试 春 

（d）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学科专业课 

大数据分析（B） 60240103 3 学分 考查 秋 

大数据算法基础 60248013 3 学分 考试 秋 

数据安全 70240093 3 学分 考试 春 

知识工程 70240103 3 学分 考试 春 

VLSI 设计基础 70240113 3 学分 考试 秋 

数字系统自动设计 70240173 3 学分 考试 春 

高等数值算法与应用 70240353 3 学分 考试 秋 

现代优化算法――设计与实践 80240133 3 学分 考试 春 

软件项目管理 80240203 3 学分 考试 秋 

小波分析及其工程应用 80240313 3 学分 考试 春 

高级操作系统 80240442 2 学分 考查 春 

人机交互技术 80240533 3 学分 考试 春 

多媒体前沿技术 80240553 3 学分 考查 秋 

下一代互联网 80240563 3 学分 考查 秋 

Web 与信息检索 80240573 3 学分 考查 春 

计算机图形学基础 80240593 3 学分 考试 春 

高级机器学习 80240603 3 学分 考查 春 

分布式系统导论 80240613 3 学分 考试 秋 

大数据分析与处理 80240632 2 学分 考查 春 

高级网络管理  80240663 3 学分 考查 秋 

大数据分析与内存计算 80240673 3 学分 考试 春 

大数据系统导论 80240693 3 学分 考试 春 

赛博智能经济与区块链 80240733 3 学分 考查 秋 

深度学习 80240743 3 学分 考查 春 

自然语言处理 80240763 3 学分 考查 春 

机器学习 80245013 3 学分 考查 秋 

计算生物学热门课题 80470073 3 学分 考试 秋 

大数据平台系统 80470123 3 学分 考查 秋 

深度强化学习 80470253 3 学分 考查 春 

因果推断前沿探究 80470282 2 学分 考查 春 

复杂网络与统计学习 80470293 2 学分 考试 春 

自然语言处理前沿课题研究 80470312 2 学分 考查 春 

密码学前沿问题 80470333 3 学分 考查 秋 

多方安全计算：理论与应用 80470353 3 学分 考查 春 

物理仿真 80470363 3 学分 考查 春 

群体智能 80470373 3 学分 考查 秋 

（e） 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科专业基础课( 不少于  1  门 ) 

人工智能原理 70240033 3 学分 考试 春 

计算机视觉 70240083 3 学分 考试 秋 



计算机图形学 70240243 3 学分 考试 秋 

统计学习理论与应用 70240413 3 学分 考查 春 

高级算法设计与分析 80240703 3 学分 考试 春 

算法经济学 80470223 3 学分 考查 春 

深度强化学习 80470253 3 学分 考查 春 

（f） 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科专业课 

课号 60240073 与 80240593 二选一,70240052 与 80240763 二选一,80240262 与 80240573

二选一,80240603 与 80245013 二选一.注意二选一的课如果两门都修了,只能算一门. 

人工智能 60240052 2 学分 考试 秋 

微型计算机系统接口技术 60240063 3 学分 考试 春 

计算机图形学基础 60240073 3 学分 考试 秋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70240023 3 学分 考试 秋 

计算机控制理论及应用 70240043 3 学分 考试 秋 

计算语言学 70240052 2 学分 考试 秋 

智能控制 70240073 3 学分 考试 春 

语音信号数字处理 70240123 3 学分 考试 春 

多媒体计算机技术 70240133 3 学分 考试 春 

计算智能及机器人学 80240033 3 学分 考试 春 

信息检索的前沿研究 80240262 2 学分 考试 春 

流媒体技术 80240292 2 学分 考试 秋 

人工智能基础理论选讲 80240322 2 学分 考试 春 

计算生物学 80240343 3 学分 考试 秋 

数据挖掘: 理论与算法 80240372 2 学分 考试 秋 

高级操作系统 80240442 2 学分 考查 春 

人机交互技术 80240533 3 学分 考试 春 

多媒体前沿技术 80240553 3 学分 考查 秋 

Web 与信息检索 80240573 3 学分 考查 春 

计算机图形学基础 80240593 3 学分 考试 春 

高级机器学习 80240603 3 学分 考查 春 

分布式系统导论 80240613 3 学分 考试 秋 

大数据分析与处理 80240632 2 学分 考查 春 

神经与认知计算 80240642 2 学分 考试 秋 

高级网络管理  80240663 3 学分 考查 秋 

数据可视化 80240683 3 学分 考查 春 

大数据系统导论 80240693 3 学分 考试 春 

深度学习 80240743 3 学分 

 80240593 



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 

按照《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学科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

成果要求》执行。 

七、 学位论文工作及要求 

学位申请及答辩相关要求 

1、硕士生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并满足所在学科的培养方案要求，且学位论文通过同行专

家评审，方能申请。 

2、硕士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集中反映，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生

独立完成。 

3、硕士学位论文应反映对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或有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并表明作者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4、学位论文导师审核 

导师是硕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对硕士生学位论文的学术指导和质量把关。导师

应客观公正地评价硕士生创新成果水平和学位论文质量，并给出是否同意学位论文送审的意

见。学位论文在得到导师审核同意之后，方可送审。当导师、院系或学位分委员会认为必要

时，经院系或学位分委员会同意，可以成立评审小组对学位论文进行独立评价，给出是否同

意送审的意见。导师（评审小组）的评阅意见编入硕士生学位论文。 

5、学位论文评阅 

在导师（评审小组）同意学位论文送审后，硕士生至少于申请答辩前 6 周向院系教学办

提出论文送审申请。形式审查合格的论文方可送审。评阅过程有关要求按照《硕士学位论文

答辩程序及有关要求》执行。 

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的意见》，公开评阅人名单编入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形式审查按照《清华大学计算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博士和硕士

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的规定》执行。 

学籍在交叉信息院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需提交英文论文，同时提交不少于 20 页的

中文附录。 

6、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按照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程序及有关要求》、《清华大学计算机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的规定》执行。 

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的意见》，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及答辩决议书编入硕士学位论文。 

学籍在交叉信息院的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为全英文答辩。 

7、学位分委员会审议 

硕士学位论文全部评阅意见和答辩委员会表决意见等相关情况，将被统一综合起来上报

学位分委员会。对总体表现不理想者，学位分委员会将进一步重点考察，并在分委员会评定

会议上就是否建议授予学位进行专门讨论。 

 

 

八、 附录 

学籍在交叉信息院的硕士生，资格考试规定如下。 

交叉信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资格考试由笔试（Preliminary exam）和口试（oral exam）

两个部分组成。 



资格考试笔试要求：学籍在交叉信息院的硕士研究生需在第三学期前（含第三学期）参

加各自方向的 Preliminary Exam，如有挂科、休假、导师不同意或自身未做好准备等情况，

可推迟。资格考试口试要求：资格考试口试委员会由交叉信息院研究生委员会指定的 3 位硕

士生导师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组成，负责考核工作。考核方式为：硕士生需阅

读不少于 20 篇文献，针对该领域基础知识和阅读的文献列表进行口试考核。 

资格考试最终成绩由三部分组成。学位课成绩占 30%，笔试成绩占 40%，资格考试口

试委员会评分占 30%。资格考试的通过条件为笔试和口试两项都考核通过。 

资格考试笔试及口试的执行细则及考试范围请参见《交叉信息院研究生手册》（《IIIS 

Graduate Manual》）。 

本细则从 2020 年 7 月 31 日通过之日起执行，并且适用于所有在校交叉信息研究院硕士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