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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硕连读的目的是什么？

② 为什么是“计算机与信息”？

③ 招生范围与硕士阶段归口是什么？

④ 研究生指标和推免规则是什么？

⑤ 学制和教学计划是什么？

⑥ 本科阶段培养的特点？

⑦ 硕士阶段的学科归属和研究方向是什么？

⑧ 退出机制是什么？

⑨ 申报同学的诚信机制？

⑩ 如何报名？

本硕连读创新实验班招生十问十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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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本硕连读的目的是什么？

 “英才计划”是学校“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
的拓展和提升，是学校加强与企业和科研院所合
作，协同培养创新人才的新尝试。

 《合肥工业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方案》
文件精神（合工大政发〔2010〕93号）

 对于有志完成硕士阶段学习的同学，节省时间精
力，在学制时间内培养基础宽厚，适应能力强，
科学、人文素养高，在科学研究、工程实践及其
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国际
竞争力的高素质精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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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为什么是“计算机与信息”？

 学院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介绍

 学院组织结构

 师资力量

 学科特色

 科研概况

 重点科研方向及科研成果

 就业



学院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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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力量与人才培养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203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9人、硕士生
导师85人；教授、副教授及相应职称103人。

 拥有千人计划（1）、长江学者（2）、黄山特聘教授（3
）、黄山青年学者（7）、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国家“百千万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中科院“
百人计划”，江淮十大杰出青年、省级教学名师等一批
优秀中青年骨干力量。

 在校学生3000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2200余人、硕士
生605人、博士生108人，另有工程硕士年均160余人。

 截止2011年12月：已培养本科生超过10500名，硕士2169
名，博士10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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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特色

 三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第三轮学科评估全国第26名）

 信息与通信工程

 软件工程

 三个博士后流动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软件工程

 工程研究中心
 安全关键工业测控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安徽省分布式控制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重点实验室
 情感计算与先进智能机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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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科排名

 2012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科评估
结果中，我校计算机科学学科位于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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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概况

 每年承担“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

和省部级及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科研课题几十项，

年均科研经费4000万。

 国家863、973项目: 10余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含重大、重点）: 40余项、

 经费50万元以上的纵向项目: 18项

 经费100万元以上的横向项目: 26项

 近年来，学院共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

进步三等奖1项，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省部级

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及其他奖项4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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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与优势

 面向分布式实时系统的学术前沿及煤炭、钢铁、石化等行业应用，从事分
布式实时系统的建模理论和设计方法、分布式操作系统、分布式系统在安
全关键领域应用等研究。

 构建嵌入式网络操作系统HCONET，应用于KJ15矿井机车运输监控系统，
解决了井下大范围、恶劣环境下的机车调度及控制问题。

 研发HJ04A铁路信号计算机联锁系统和CRI 2002企业铁路智能运输调度综
合信息平台，在冶金、矿山等行业的40多家大中型企业应用。

 科研项目与成果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1项，863计划等国家级项
目10余项；承担企业项目70余项；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7项；出版专著3部；取得
发明专利3项；参与制订国家标准5项(已颁布2项)。成果转化：两个工程
研究中心。

（1）分布式实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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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与优势

 以智能计算理论为基础，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多主体系统等领域开
展研究，并应用于实际问题。

 局部模式分析为多数据库挖掘开辟了一种有效的新挖掘策略。

 负关联规则挖掘在理论和技术上突破了传统关联规则挖掘的局限性。

 结合先进的智能信息处理方法，开展基于协同学的图像理解研究，并应用
到场景分类、场景描述等领域。

 科研项目与成果

 承担国家“973”前期研究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63”计
划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9项，以及省部级计划项目和企事业委托项目10
多项。

 获得安徽省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2项，出版专著2部。

（2）智能计算理论与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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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与优势

 以图形学理论为基础、以建模方法论为指导、以插值理论为工具、以可
视化环境为手段、以工程应用为目标。

 建立了基于连分式的Neville型金字塔插值方法，丰富了传统意义上的插
值与逼近理论，推动了图形拟合与图像建模。

 提出协同模板的建模方法与设计思想；在科学计算领域引入多态概念，
支撑了徽文化建筑的多粒度建模和动漫角色创新。

 构造开放性可视化体系结构和MOVE平台，实现高维聚变数据的可视化和
数字堆仿真；并应用于冷冲模、线束设计和生产调度等领域。

 科研项目与成果

 承担中科院“百人计划”项目1项、军工“863”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7项、博士点基金2项、国际合作项目3项、安徽省自然基金9项。

 获省部级奖励5项，出版专著和教材3部。

（3）计算机图形与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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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与优势

 围绕嵌入式系统中芯片级、设备级和系统级的设计测试方法及共性问

题，针对系统可靠性与安全性，从事理论研究并实现产业化。

 面向矿山、铁路等行业中有着恶劣使用环境和高可靠运行要求的大范

围嵌入式工业控制系统，从多模冗余容错结构、故障－安全设计等方

面进行研究，所研发的嵌入式系统满足了可靠性、安全性、容错性和

可维护性等要求，在矿井运输、企业铁路等行业得到应用。

 科研项目与成果

 承担“863”计划项目1项、国家信息产业发展基金1项、教育部高校博

士学科点基金2项、安徽省科技攻关项目2项、安徽高校省级自然科学

研究重点项目1项、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

 获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

（4）高可靠性嵌入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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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与优势

 以应用密码学研究为基础，通过与国内知名网络安全企业合作，
将诸多网络安全理论与技术应用于IPv6示范网络、校园网格建设。

 针对传统的网格作业调度算法存在的缺陷，提出了相关调度算法
和网格调度策略，实现合理调度和负载平衡。

 通过高性能防火墙关键技术研究，消除了传统计算机体系结构中
的数据包收发、处理及内存访问等瓶颈。

 科研项目与成果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其中重大研究计划项目1项），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项目1项，国家十一•五密码规划
项目1项、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项目1项，省部级计划项目5
项和企事业委托项目多项。

（5）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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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招生范围与硕士阶段归口是什么？

 招生：

 面向合肥校区2014级高考为理科的本科学生

 硕士归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下辖二级学科方向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学术型）

 计算机应用技术（学术型）

 计算机系统结构（学术型）

 信息安全（学术型）

 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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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研究生指标和推免规则是什么？

 只能在本院计算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内攻读硕士

研究生阶段学业。

 学校在学院已有研究生指标外给予实验班硕士指

标，但不是100%同学都有（竞争与淘汰）。

 参考指标：

 2014年学术型：45人

 2014年专业型：17人

 学校研招办网站：http://yjszs.hf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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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5：学制和教学计划是什么？

 学制6年，学生完成学业和通过论文答辩后可同时

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总学分控制200以内。

一、二年级强化基础课程；

三年级主要开设专业基础课程和主干专业课；

四年级上学期开设硕士研究生学位课，

下学期进入论文阶段，该阶段既是学士学位论文阶

段，也是硕士研究生论文开始阶段（在此期间和其

后一个学期，可以穿插开设硕士研究生选修课）；

五年级和六年级为硕士研究生科研论文工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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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5：学制和教学计划是什么？

教学计划（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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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本科阶段培养的特点？

 2011年通过计算机专
业认证，首批“六年
免检”

 2012年开始执行“卓
越工程师”计划

 1976年创办计算机应用专业

 1977年首次招收计算机应用本科生

 1978年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

 1981年获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学位授予权

 1986年获计算机应用技术博士学位授予权

 1996年获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学科硕士授予权

 1987年计算机应用专业获机械部部级重点学科

 1998年计算机应用专业更名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01年计算应用技术学科获安徽省级重点学科

 2001年获计算机技术工程硕士授予权

 2002年获软件工程工程硕士授予权

 2002年创办信息安全专业并招生

 2007年获建计算机应用技术博士后工作站

 2008年获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安徽省重点学科

 2010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被批准为安徽省特色专业

 2011年获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

 2012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名列第26位
 2014年安徽省一级学科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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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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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本科阶段培养的特点？（续）

 本科课程阶段四个选修方向与硕士阶段研究

方向接轨

 课程内加强，主要课程“向下兼容”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课程；

 课程外参照之前“实验班”，小班活动、参

观访学；前沿技术讲座等

 专职班主任、本科阶段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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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7：硕士阶段的学科归属和研究方向是什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下的学科方向：

算机软件与理论（学术型）

计算机应用技术（学术型）

计算机系统结构（学术型）

信息安全（学术型）

 学生与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双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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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8：本硕连读的目的是什么？

 “英才计划”

 主动退出：

第六学期末转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普通本

科专业

 被动退出：

除学校相关学生管理条例之外，挂课两门或其

它严重处罚退回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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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9：申报同学的诚信机制？

录取后签署诚信保证书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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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0：如何报名？

 考试：考试分为笔试与面试2个部分。

笔试：学校组织所有报本硕连读创新实验班和英才班

的学生参加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英语使用全校

英语分级考试成绩，不再单独组织考试）四科目的笔

试。每门课100分，总计400分。

面试：根据四科笔试总成绩，按招生数比例的1:2，从

高分到低分选取同学参加面试。

学院组织面试主要考核学生的综合知识能力。

录取：按笔试和面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合肥工业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联系和咨询方式

 学院网站：

http://ci.hfut.edu.cn

 电话：0551-62901377、13955123909（路强）

 报名表提交：

 645270993@qq.com（宋燕），12月4日截止

 学校通知链接：

 http://news.hfut.edu.cn/show-2-1366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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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
欢迎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