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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学院简介 

信息管理学院现有“网络空间安全”、“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和 “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为跨学院共建学科，也是

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开展信息内容安全（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大数据和隐私保护

技术）、系统安全（基于网络攻防技术和可信计算技术）、网络安全（基于自适应网络信息安

全态势风险评估和管理、高交互防御技术）、智能信息处理、大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商务

分析与智能管理、大数据与智慧物流、物流优化与设计、物流信息系统安全、信息系统审计

等优势领域及研究方向，已经形成了符合学校信息特色定位的学科特色、科研特色和人才培

养特色。 

目前学院共有本科和硕士在校学生 1400 余人。学院非常重视各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

注重培养学生理论基础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强化实践教学，突出信息

特色，重视就业质量。研究生就业率到达 100%。通过对已毕业学生的跟踪调查，显示学院所

培养的学生中已有一批有所成就或成就显著。 

信息管理学院拥有一支专业素质高、教学经验丰富、团结奋进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86 人，其中专职教师 74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53人，占专职教师的 71.6%；教授 12人、

副教授 28人，占专职教师的 54.1%；50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 57 人，占专职教师的 77%。近

年来，累计主持国家级项目 21 项，省部级项目 17 项，教委科研计划 23 项。获多项省部级

科学技术奖和教学成果奖，包括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北京市科学技术

奖二等奖 1项，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

等奖 3项、二等奖 2项，校级优秀教师 1人，北京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3人次，北京市级

精品课程 1项。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达 400 余篇，其中有 120 余篇

被 SCI、EI 和 ISTP 检索。出版学术著作 29 部，教材 23 部，其中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3

部，国家级规划教材 5 部。获得发明专利 16 项， 软件著作权 116 项。同时学院注重对外横

向合作，多年来一直与国家职能部门联合培训审计信息化高级专门人才，成效显著。 

学院根据社会复合型、创新型应用人才的需求特点，紧跟“大数据”、“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发展前沿，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侧重培养应用信息技术解决社会经济系统及其

信息系统中管理和安全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突出信息优势、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具

有创新意识的应用型人才”是学院的办学特色。学院建有信息系统与信息安全实验教学中心，

2013 年获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授牌“国家信息技术紧缺人才培养工程

——信息安全实训基地”，先后与国家审计署、IBM 公司、甲骨文公司、国家电网、中国民

生银行、SAS 中国、中关村软件园等建立了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基地，组织开展各类学生学科

竞赛，使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得到充分锻炼和提高。我院学生每年在国家及北京市举办的各



类学科竞赛中均取得优异成绩。2019 年学院各专业就业率平均达到 99%以上。 

信息管理学院秉持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培养的研究生就业好、薪酬高、适应

产业需求、实践能力强，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0839 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学术学位） 

本学位点有硕士导师 8人。本学位点培养的学生应掌握坚实的网络空间安全基础、系统

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内容安全等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网

络空间安全的发展现状、趋势和研究前沿。能够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良好的写作能

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能够熟练运用网络空间安全

学科的方法、技术与工具，具有从事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

工作的能力，可以从事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关键技术及系统的分析、

设计、开发与管理工作。本学科下的 3个学科方向包括： 

1．信息内容安全方向。研究网络空间中信息内容的获取、理解、分析、应对，以及信

息内容安全管理等。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网络信息获取与识别、内容理解与舆情分析、信息隐

藏、隐私保护等。 

特色与优势：本学科方向在网络舆情监测、信息内容分析等领域具有较大特色和优势。

通过研究语料库和行业知识库的构建方法和挖掘方法，以技术手段实现舆情检测和危机应

对，研究开发有实用价值的新产品。在网络舆情监测、信息内容分析具有较大的行业影响力。 

2．网络安全方向。研究网络空间中网络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和防护手段，主要研究内容

包括无线移动网络与 IOT 网络的安全体系结构、网络协议安全、网络风险分析与态势感知

等。 

特色与优势：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随机理论与方法等，在无线移动与 IOT

网络领域，构建 LTE 和 IOT 网络的安全网络框架。通过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核高基

重大专项课题等高水平项目，在无线网络设备攻防、Web 系统攻防技术等方面形成了明显的

技术特色和优势。 

3．系统安全与风险评估方向。研究网络空间中计算系统相关的安全性基础理论和技术

方法。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可信计算、信任管理、数据备份与数据恢复、系统备份与容侵、访

问控制与审计、网络信息安全态势风险评估和管理等。 

特色与优势：注重在可信计算、数据安全等领域的特色发展。通过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支撑计划课题等高水平项目，在可信计算与可信网络、数据安全方面具有大量

的研究积累和发展优势，数据恢复方法和技术走在行业前沿，在业界享有较高声誉。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学术学位） 

本学位点有硕士导师 22人。“管理科学与工程”为跨学院共建学科（即为经管学院和信



管学院共建学科），也是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管

理科学、数学、经济和行为科学及工程方法，结合信息技术研究解决社会、经济、工程等方

面的管理问题的一门学科。 

本学科为共建学科，在信息管理学院下设三个主要学科方向。充分发挥信息管理学院“技

管”双强人才培养优势特色，致力于培养学生运用新兴技术在数据分析、知识管理、决策优

化及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领域开展学习与研究的能力。 

1．大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本方向开展大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的相关研究，包括基于

大数据的环境监测与风险预警、大数据环境下面向宏观经济风险的审计监测预警研究等，致

力于培养学生大数据分析能力。 

2． 商务分析与智能管理。本方向侧重 IT与数据驱动的商务分析与管理创新研究，包

括互联网商务与金融数据分析、多主体行为分析与建模、风险智能预警、信用评价等研究。

致力于培养学生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针对商务、经济与管理领域的新问题，

进行建模分析、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的能力。 

3． 信息系统安全与管理。本方向培养学生运用管理理论和方法，从系统整体观出发，

研究信息系统的安全威胁因素、提高网络信息系统安全性的技术和管理策略。侧重“信息系

统安全态势评估、漏洞威胁评估、安全等级评估等模型和方法”，实现保护复杂庞大信息系

统安全、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目标，培养德才兼备、具备持续学习能力的复合型网络安

全人才。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  

本学位点有硕士导师 17 人。物流工程是以物流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物流系统的资源

优化配置、物流运作过程控制、经营和管理的工程领域。本学位点培养的学生应培养目标是

从我国物流产业的实际出发，结合本校优势，培养具有物流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

业知识，富有创新意识，能独立从事物流工程信息系统设计，能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物流

工程管理，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本学位点下设三个主要学科方向： 

1．大数据与智慧物流。侧重培养学生能够运用先进管理理念方法和前沿信息技术手段、

分析具体物流行业实际需求、规划智慧物流体系架构，设计实现智慧物流系统，培养德才兼

备、能够持续提高管理能力和技术素质的、实践型人才。充分发挥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技管双强特色，注重交叉学科优势，充分融合物流管理、物流技术、电子商务、大数

据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高级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等知识技术，密切践行行业

企业实践，准确把握智慧物流的前沿、社会需求与实际发展方向，  

2．物流优化与设计。主要研究优化理论和方法在物流系统中的具体应用。结合信息技

术发展趋势，提出电子商务时代现代物流系统运行模式及优化配置方案，结合物流信息系统

最新技术对现代物流信息系统进行优化设计。针对现代物流企业特点，采用最新信息技术手



段建立物流系统数学模型、提出算法、数据分析，实现对物流系统的优化设计，解决物流系

统运作中存在的痛点问题，支持物流管理决策。 

3．物流信息系统安全。主要研究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提升物流信

息系统安全性的技术和管理策略。培养应用信息技术解决社会经济系统及其物流系统中管理

和安全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