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科学与工程专业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4.9 

大数据科学研究中心 

国际机器学习研究中心 

 

 

 

 



 

 

 

 

 





 

 1 

一、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瞄准国际学科前沿，发挥北京

大学文、理、医、工、社等学科综合优势，实现多学科交叉

和产学研结合，培养学生具备坚实宽广的数据科学理论基础

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要求学生

对于数据科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有透彻了解和

把握，有从事本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的领悟力，理解科学研究

的真谛，掌握大数据科学研究的方法；善于发现学科的前沿

性问题，并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和作风，能独立从事数据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和关键技术创新等高水平研究工作；可在高等院校和研究

单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可在工业技术、健康医疗、环

境、能源、时空、交通、生命科学、社会调查、金融与电子

商务等相关领域从事专业性研究、开发和管理工作，学生毕

业后能成长为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大数据技术专家、

领域大数据分析师等研究型高端人才。 

 

二、研究方向 

1.机器学习的算法、理论及应用； 

2.科学智能的算法、理论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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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年限 

直博生：5年 

硕博连读生：2+3或 3+3 

普博生：4年 

 

四、学位授予  

一级学科：数据科学与工程 990100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所属学

科门类 
授予学位 

990101 
数据科学与工程（数据

分析） 
理学 理学博士学位 

990102 
数据科学与工程（应用

数据科学） 
理学 理学博士学位 

990103 
数据科学与工程（数据

工程） 
工学 工学博士学位 

990104 
数据科学与工程（数据

伦理与价值） 
工学 工学博士学位 

 

五、学分要求 

（一）直博生 

总学分 必修 公共必修 第一外国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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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5 5 政治理论课 2 

论文写作课 1 

专业必修

20 

第一部分：

核心必修 9 

深度学习：算法与应用 3 

科研实践（上） 2 

科研实践（下） 2 

教学实习 2 

第二部分：

分模块必修

11 

统计与机器学习：至少 1门 

计算方法：至少 1门 

信息科学：至少 1门 

选修

15 
三个模块中任意选择 

 

（二）硕博连读生 

总学分

40 

必修

26 

公共必修 

6 

第一外国语 2 

政治理论课 3 

论文写作课 1                       

专业必修

20 

第一部分：

核心必修 5 

深度学习：算法与应用 3 

教学实习 2 

第二部分：

分模块必修

15 

统计与机器学习：至少 1门 

计算方法：至少 1门 

信息科学：至少 1门 

选修 三个模块中任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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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说明：完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 30学分。如硕士阶段已完

成硕士生第一外国语、政治理论课和论文写作课的学习，且获得学

分，则无须修读博士生第一外国语、政治理论课和论文写作课。 

 

（三）普博生 

总学分

18 

必修

15 

公共必修 

5 

第一外国语 2 

政治理论课 2  

论文写作课 1                       

专业必修 

10 

第一部分：核

心必修 6 

科研实践（上） 2 

科研实践（下） 2 

教学实习 2 

第二部分：分

模块必修 4 

三个模块中任意选至少 2

门 

选修 3 三个模块中任意选择 

 

六、指导方式 

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课程学习、社会

实践、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各方面，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

的优良学风、学术探索精神、创新意识、独立科学研究能力。 

导师为学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学生培养阶段，导师

有责任对学生的选课、科研实习和论文进行指导。 

中心实行轮转制。每位直博生入学后，在第一学年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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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实验室完成 2次轮转，最后于学年末

（次年 6月 30日前），交回《导师接收函》，完成定导（详

见《数据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轮转制实施细则》）。 

 

七、课程设置 

（一）公共必修课 

序号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1 第一外国语 - 研究生院开设，见个人培养计划 2 

2 政治理论课 614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 论文写作课 08402101 科研规范、数据分析和论文写作 1 

（二）专业课 

第一部分：核心必修 

序

号 

课程属

性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1 

必修 

08408005 深度学习：算法与应用（穆亚东，春） 3 

2 08410000 教学实习 2 

3 待开课 科研实践（上） 2 

4 待开课 科研实践（下） 2 

第二部分：分模块必修&选修 

模块一：统计与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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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属

性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1 

必修 

08408011 高等机器学习（王立威，春） 3 

2 00104042 深度学习理论选讲 3 

3 00137913 机器学习数学导引 3 

4 00112640 高等统计学 3 

5 00102892 统计学习 3 

6 00103335 深度学习与强化学习 3 

7 00102068 高维概率论 3 

8 04802015 深度学习技术与应用 3 

9 

选修 

（推荐） 

00100877 贝叶斯理论与算法 3 

10 00102441 统计和生物统计中的因果推断 3 

11 00102442 高等深度学习 3 

12 00101756 现代统计模型 3 

13 00103079 理论机器学习 3 

14 00113540 测度论 3 

15 00102728 大数据案例实务 3 

16 00112630 高等概率论 3 

17 00135460 数理统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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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计算方法 

1 

必修 

08403979 深度学习中的最优化方法（袁坤，秋） 3 

2 08404127 
单细胞组学数据分析：计算系统生物学

视角（周沛劼，春） 
3 

3 08404334 数据科学导引 B（张文涛，秋） 3 

4 00114250 机器学习（牟克典，秋，两年一开） 3 

5 00100863 大数据分析中的算法（春） 3 

6 00100887 最优化方法（秋） 3 

7 00110860 并行计算 II 3 

8 00102906 凸优化 3 

9 
选修 

（推荐） 
00112700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3 

模块三：信息科学 

1 

必修 

08403574 深度强化学习方法（张行功，秋） 3 

2 04812181 海量图数据的管理和挖掘（昌平校区）  3 

3 04814310 
数据库与知识库系统原理（李红燕，智

能学院，双校区） 
3 

4 04804013 
数据可视化（袁晓如，智能学院，校本

部） 
3 

5 04814130 模式识别（封举富，智能学院，昌平校 3 

http://sims.pku.edu.cn/bkxjTeaching/edu/pku/stu/teaching/bkxj/jpf/courseBK/getCourseDetail.do?course_seq_no=YKC00110860AT0000072&kclx=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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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6 04812120 
数据库原理与技术（计算机学院，昌平

校区） 
3 

7 04802012 
网络大数据管理理论和应用（计算机学

院，昌平校区） 
3 

8 04812160 计算语言学（计算机学院，昌平校区） 3 

9 04812190 
网络信息体系结构（计算机学院，昌平

校区） 
3 

10 04812102 视频编码与理解（计算机学院，双校区） 3 

11 04812030 
  算法分析和复杂性理论（计算机学

院，昌平校区） 
3 

12 04802052 深度生成模型（计算机学院，昌平校区）  

13 04804008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邓志鸿，智能学

院，昌平校区） 
3 

14 

选修 

（推荐） 

04804018 Python 大数据分析原理与应用 2 

15 04814150 计算机视觉 3 

16 04804009 图像理解 3 

17 04812040 分布式系统概念与设计 3 

18 04802019 计算视觉理论、模型与方法 3 

19 04804014 机器学习中的优化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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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4802046 区块链技术与应用 2 

21 04811982 自然语言处理高级专题 3 

22 04804020 机器学习前沿 3 

23 04802017 社会与市场中的计算问题选讲 3 

24 04802020 机器学习原理 3 

25 04833510 视觉计算与深度学习 2 

说明： 

1.每学期的课程选择需征得导师的同意。 

2.研究生外语课和政治理论课，原则上应于第一学年修完。

若第一外国语非英语，则必须另外选修英语作为第二外国

语。 

3.专业必修课相关要求 

（1）第一部分：核心必修，为本专业所有研究方向的必修

课，建议尽早完成。其中，“科研实践（上）”和“科研实

践（下）”，须分别于第一学年上、下两学期修完。 

（2）第二部分：分模块必修，应从三个模块中至少选 4门

（每个模块至少选 1门，剩下 1门可在三个模块中任选）。 

4.专业选修课相关要求 

必修课学分超出部分可代替选修课学分，因此鼓励多选

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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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先修课相关要求 

对于本科没有修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统计学、数据

结构与算法、数据库管理系统、等部分课程的研究生，需要

在导师小组指导下先修（补修，不计学分）以上课程。选修

其他院系和学校的课程，服从具体相关条例管理。 

6.成绩评定与管理参照《北京大学研究生手册》。 

7.博士研究生应在进行答辩前一学期完成全部修课要求，如

未能按时完成，应及时办理延期手续。 

 

八、培养环节 

（一）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学科综合考试) 

资格考试是综合考察学生的学习和科研能力、深入严肃

评估学生的科研计划、把控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

节。 

1.完成时间 

原则上所有必修课程修完后（教学实习和文献导读除

外），才可以进行综合考试。 

直博生：建议于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完成，最晚于第三学

年第一学期完成； 

硕博连读生：和硕转博考试合并，不再单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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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博生：建议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完成，最晚于第二学

年第一学期完成。 

2.考核方式 

由导师决定并组织学科综合考试委员会，学生进行口头

汇报，答辩时长为 40-60分钟，包括问答。按照导师所在各

学院的资格考试要求，对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知识、研究能力

和外语水平等进行综合考察。委员会由 5位（含）副高及以

上职称的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另设秘书 1位，负

责答辩记录和考评意见记录。导师一般不担任组长；专家所

在单位应具体到二级单位，如“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

院”。 

3.考核结果 

按合格和不合格两级评定成绩；每位学生仅有两次机

会。第一次考核未通过的学生，经考试委员会同意可申请三

个月后补考一次或依据考试方案参加下一次考试。对补考仍

不合格者，一般予以退学；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由考试委

员会同意后可转为硕士生培养，并报批研究生院，按学籍管

理相关规定办理。 

4.提交材料 

（1）1份《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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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表》（门户下载） 

（2）1份综合考试答辩记录（秘书提供） 

（3）导师要求提交的材料（如综考报告、读书报告等，自

愿提交） 

    综合考试完成后，学生将上述材料纸质版交至中心办公

室静园六院 203。 

 

（二）开题 

1.选题要求 

研究生在广泛调查研究、阅读文献资料、搞清楚主攻方

向上的前沿成果和发展动态的基础上，自己提出学位论文选

题。选题应尽可能对学术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重要

意义。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就选题意义、前人相关成果、材

料基础与实验条件、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做学位论文选题报

告，尽可能广泛地听取专家意见。导师和指导小组应严格把

关。博士研究生需在规定学期初主动与导师联系开题事宜。 

2.完成时间 

通过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后半年内。 

直博生：最晚于第三学年第二学期完成； 

硕博连读生：最晚于博士阶段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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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博生：最晚于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完成。 

3.形式 

由导师组成选题报告委员会，学生进行口头汇报，答辩

时长为 40-60 分钟，包括问答。委员会由 5 位（含）副高及

以上职称的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另设秘书 1位，

负责答辩记录和考评意见记录。导师一般不担任组长；专家

所在单位应具体到二级单位，如“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

究院”。 

4.提交材料 

（1）1份《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选题报告审核表》

（门户下载） 

（2）1份选题报告答辩记录（秘书提供） 

（3）1份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报告（自愿提交） 

开题完成后，学生将上述材料纸质版交至中心办公室静

园六院 203。 

5.选题指导小组应严格把关，帮助学生分析问题的可行性，

论文工作中的难点，找出不足，明确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和重

点，保证论文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学位论文全面审查（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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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核目的 

听取学生论文进展情况，找出其中不足，提出后期改进

意见和建议；明确下一步研究方向和重点。 

2.完成时间 

通过开题之后，最后一学年第一学期。 

3.形式 

由导师组成预答辩委员会，学生进行口头汇报，答辩

时长为 40-60 分钟，包括问答。委员会由 5位（含）副高

及以上职称的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另设秘书 1

位，负责答辩记录和考评意见记录。导师一般不担任组长；

专家所在单位应具体到二级单位，如“北京大学前沿交叉

学科研究院”。 

4.提交材料 

（1）1份《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审查表》（门户下

载） 

（2）1份预答辩记录（秘书提供） 

（3）1份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报告（自愿提交） 

预答辩完成后，学生将上述材料纸质版交至中心办

公室静园六院 203。 

5.考核委员会针对学生的课题进展情况对学生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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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评估和建议。 

 

（四）年度审核 

1.考核对象 

中心所有在读博士研究生（包括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和

普博生），每学年均需参加一次年度考核。 

2.考核时间 

每学年考核时间以当年通知为准。 

3.考核委员会 

由 3位及以上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担任考核委员会，导

师不可担任组长。 

4.考核形式 

现场综合面试，每位博士生进行不少于 20分钟的口头

或 PPT汇报。非特殊情况不得采取远程通讯的形式考核。 

可参考但不局限于以下形式： 

（1）第一学年年度考核可以学习情况与研究课题综述的考

核方式进行； 

（2）第二学年年度考核可以综合考试面试方式进行； 

（3）第三年年度考核可以开题报告方式进行； 

（4）第四学年年度考核可以预答辩报告方进行； 



 

 16 

5.考核内容 

针对博士生的培养环节完成情况（包括课程学习、学科

综合考试、开题、预答辩等环节），以及研究进展、导学关

系、心理健康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6.考核原则 

应严把培养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包括课程学习、学科

综合考试、开题、学术成果检查、预答辩等，充分发挥学术

方向引领、学习方法指导、研究内容把关、科研成果评价等

方面的作用。导师及博士生指导小组应按学校要求定期对其

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状况进行评估和情况反馈。 

7.提交材料 

《大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国际机器学习研究中心在读博

士研究生年度审核情况表》 

年度审核完成后，学生将上述材料纸质版，于指定日期

前，交至中心办公室静园六院 203。培养委员会将进行审核，

对于没有按时完成学分或科研进度落后的同学，将约谈导师

和学生，督促尽快完成培养方案的各个环节。 

 

九、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博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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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并严

格按照最新版《北京大学研究生手册》中“北京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及论文摘要的基本要求与书写格式”的规定撰写。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熟练掌握专业外语，对本学科的研究动态及最新进展具有全

面了解;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对所研究的问题

有新的见解，取得有创造性的新成果，完成具有创新性、系

统性和独立性的博士学位论文。鼓励博士研究生将学术成果

以论文方式展现在数据科学领域内知名期刊、国际会议或核

心学术刊物上,或以专利等形式展示。 

学术论文署名要求：学术论文作者单位必须为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大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机器学习研

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