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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八五芳华 向新而行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由原机械部所属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和原电子部所属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合并组

建，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管、理、经、文、法多学科协调发展，北京市重点支持建设的高校。办学历史可

以追溯至 1937 年。学校于 1958 年开始本科教育，1981 年开始研究生教育。在长达 85 年的办学历程

中，学校始终扎根中国大地，以服务国家建设发展为己任，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学

校信息特色、军工特色、行业特色的坚实根基。

“十三五”以来学校党委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确定了“五个环境建设”（空间环

境、办学环境、育人环境、治理环境、情感环境）的发展战略，形成以“双一流”为引领，以信息特色为主

线，贯穿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国防军工、人文社科等学科领域的特色发展思路；确立取得博士

学位授权点、建设新校区、教学科研三大重点任务，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

和重大的建设发展成绩。

人才培养特色鲜明。学校以信息特色为引领，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10569

人，硕士研究生 2915 人，博士研究生 20 人，留学生 130 人。学校是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

校、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现有 44 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14 个、国家级特

色专业建设点 4 个。学校入选首批北京市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入选

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师资力量较为雄厚，现有专任教师 1051 人，其中 70.2%的教师具有博

士学位，61.87%的教师具有高级职称；学校教师入选“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3 人，入选“国家级青年

人才项目”1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4 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强、起薪高，受到用人单

位广泛好评。

学科实力持续增强。学校已形成了以工为主，工、管、理、经、文、法 6 个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学科

格局。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3 个，6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

别。学校精准对接国家与首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需

求，持续推进学科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和差异化发展，学科实力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现拥有北京市

高精尖学科 2 个，与北京科技大学共建北京市高精尖学科 1 个。

科技创新优势突出。学校持续加强科学研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取得突出成

绩。2007-2009 年，学校连续以第一单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4 项；2017 年，再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

奖 1 项。学校拥有省部级与行业重点科研机构 31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 个。学校年度科研经费突破

2 亿元。在高端软件、传感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一批成果实现产业化，校办科技产业资产总额超

过 5 亿元。

学校正按照中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十四五”发展规划确立的目标任务，

满怀信心，步履铿锵，朝着建设信息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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