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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2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简介 

 

一、概况 

应用统计专业硕士授权点于 2014 年 6 月获得国家教育部批准，是广

西高校中第二个获得该硕士点的。2015 年开始招生，目前已连续招生 7 年，

培养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研究生 123 名。2018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合格评估并

获得专家好评。 

本学位点响应地方需求，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工业大数据分析、

生物医学卫生统计和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为主要发展方向。现有硕士生导

师（含校外兼职导师）60 人，其中博士 42 人，省部级人才 4 人，教授 29

人，副教授 37 人。1 人荣获广西青年科技奖，2 人入选广西高校优秀人才

资助计划，3 人入选柳州市优秀科技人才。从柳工集团、广州泰迪和柳州妇

幼保健院等企事业单位聘请行业专家 26 人，校外行业导师涉及金融、证券、

经济、期货、大数据、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等行业。 

学位点实行双导师制，采取学校和实践基地联合培养的方式，建立了

“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培养机制，聘请业界专家开展课程教学，参与

课题研究，共同培养高水平应用统计人才。近 5 年来，已建立 15 个校外

实践基地，本专业学生在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等高水平学科竞

赛中，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类奖项共 31项，毕业生就业率每年均达到 100%。 

近年来结合地方工业、交通、医疗、金融等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发展特

点，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100多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18 项，省部级项目

36 项，科研经费达 1300 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目前，

建立了 1 个广西重点实验室和 2 个省部级大数据平台。邀请国内外著名专

家学者来校交流讲学 30 余次。学院老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近 100 人次。 

注重发挥统计学科优势和智力优势，与柳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柳州

调查队，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泰迪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 - 

柳州市中医院、广西科技大学附属第一、二医院等地方企事业单位合作创

新，不断拓展社会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建立共享机制，引领应用统计专业

发展，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地融入到广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学生课程实践 

 

学院领导与国家统计局柳州调查队实践基地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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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良好的统计学基

础和相关领域的专业背景知识，系统掌握大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和开发

的知识与技能，具备熟练应用计算机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具备把理论

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从事实际领域的应用统计工作的能力，能够在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科研教学部门从事统计咨询、数据分析、决策支持和

信息管理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统计专门人才。 

三、研究方向  

（一）工业统计  

柳州是工业中心，拥有柳工、柳汽等一批上市企业，依托本地工业企

业，利用学位点人才优势，开展工程机械的节能降耗等研究，为柳州工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生物医学卫生统计  

针对广西的甲状腺疾病、地中海贫血等地方性疾病，依托广西甲状腺

肿瘤精准防治重点实验室等平台，通过大数据技术加强对地方病的检、诊、

治核心技术的突破，为患者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  

（三）金融统计  

利用与广东毗邻的区域优势，与发达地区的大数据企业合作，充分利

用对方的优势资源，培养金融等行业的大数据分析人才。  

四、培养方式  

（一）采取学校和实践基地联合培养方式，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相结

合，重视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  

（二）实行双导师制，采取校内导师指导与业界导师指导相结合的方

式。  



 - 4 - 

（三）研究生入学 1 个月内确定校内导师，导师应根据本学科的研究

方向和研究生 的实际情况，和研究生共同制定课程学习计划。研究生课程

学习计划须报研究生处和所在学院备案。  

（四）研究生入学第二学期第 15 周前，确定专业实践指导教师。第

二学期结束前， 校内导师与实践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制定专业实践计划。专

业实践计划表须报研究生处和所在学院备案 

五、课程设置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非学位课和补修课三类。

学位课包括公共学位课（4 门，7 学分）、基础学位课（4 门，12 学分）、

专业学位课（4 门，10 学分） （注：教指委要求不低于 9 学分）；非学

位课（选修课）8 学分。除自然辩证法课程外， 其余课程以 16 学时折算

成 1 学分。 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成绩必须达到 75 分及以上、其他课程

成绩 60 分及以上方可申请硕士学位。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 
子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 

位 

课 

（29学分） 

公共 

学位课 

006A1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2 36 0 

010A101 英语 3 48 0 

000A1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1 16 0 

006A102 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 1 16 0 

基础 

学位课 

008B101 抽样调查 3 36 12 

008B102 Python程序设计 3 32 16 

008B103 数理统计基础 3 48 0 

008B104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3 40 8 

专业 

学位课 

008C101 统计计算 2 24 8 

008C102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3 40 8 

008C103 复杂数据统计分析 3 36 12 

008C104 高等计量经济学 2 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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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 
子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非 

学 

位 

课 

（8 学分） 

专业 

选修课 

008D101 试验设计 2 32 0 

008D102 工业大数据案例分析 2 32 0 

008D103 大数据可视化 2 24 8 

008D104 大数据分布式计算 2 32 0 

008D105 深度学习 2 28 4 

008D106 金融衍生产品定价 2 24 8 

008D107 金融统计案例分析 2 32 0 

008D108 统计预测与决策 2 32 0 

008D109 经济指数理论与应用研究 2 32 0 

008D110 临床试验和数据分析 2 32 0 

008D111 医学统计学 2 32 0 

008D112 医学案例统计分析 2 28 4 

008D113 生物数学模型的统计学基础 2 32 0 

008D114 现代统计模型 2 32 0 

公共 

选修课 

000E001 研究生人文素质理论 1 16 0 

006A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0 

006E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0 

必修实践环节 

文献阅读 1 16 0 

专业实习实践 4 64 0 

学术活动 1 16 0 

劳动教育 2 32 0 

案例实务 3 0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