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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学科专业简介

一、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学科基本情况

自动化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现有控制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

工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电子信息类控制工程和人工智能专业领域专业硕士学位点。

学科队伍汇聚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IEEE Fellow、国家万人计划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全国优秀教师、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科技部中

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青年人才计划、教育部教指委委员、北京学者、中国电

子学会会士、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科技新星等一流人才，拥有北京市战略科技人才

团队、北京市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团队等优秀教师团队。

拥有现代测控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高动态导航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中关村

开放实验室、北京市示范性创新工作室，电子信息与控制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省

部级学科和科研教学平台。

二、学科专业及下设方向简介

一级学科专业：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

本学科参加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特色在于“感·知·融·控”，重点研究各

类不确定对象的多元融合感知、认知和信息融合、自主决策与控制。培养的高层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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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专门人才，毕业后可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公司企业中继续深造或从事与控制科学

与工程学科相关的的教学、科研、工程技术管理等工作。近年来研究生就业率为 100%，

约 15%的研究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澳大利乐卓博大学共同培养

研究生。

本学科下设四个学科方向：

01导航、制导与控制

本学科方向重点开展高动态载体的角运动、线运动、高动态导航算法与架构研究，

研究特色在于高过载惯性器件、开源导航系统和 IP 核、自主导航与定位的理论、技术

与工程应用，相关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2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本学科方向是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研究特色在于微弱信号检测、隐蔽信道检测与

利用、复杂工况智能检测与控制等的理论、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

03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本学科方向是在先进控制、人工智能、计算机技术、数学、统计学等学科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综合学科方向。主要研究融合模型驱动和数据驱动的智能控制理论、随机云/

网络控制理论，及其在动态系统建模、状态估计、控制与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培养研究

生在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前沿，成为创新型人才，具有独立从事科学

研究或工程实践的能力。

04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本学科方向以大数据、信息处理与模式识别的理论技术为核心，探索对各种异质信

息进行处理、分类、理解，进而构造具有智能特性的系统。特色在于高精度目标检测以

及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准确率目标识别，研究成果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一级学科专业：智能科学与技术（1405）

智能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属于“交叉学科”门类。本学科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求，

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的科学态度、较强的创新能力、过硬的实

践能力和宽广的国际化视野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毕业后可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和公司企业中继续深造或从事与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相关的的教学、科研、工程技术研

发等工作。

本学科下设智能控制等五个学科方向：

02 智能控制

本学科方向聚焦当前人工智能的鲁棒性、可解释性等问题，建立集数据驱动、知识

驱动、认知驱动于一体的鲁棒可解释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为智能体与人、环境交互提

供技术支撑。培养研究生研究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计算视觉等先进理论和技术，成为

智能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创新型人才，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与实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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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类别：电子信息（0854）

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控制科学、电子技术、智能检测、对象认知、计算机技术

和网络技术等较宽广领域的工程技术基础和应用技术为重点，着重于自动控制和信息获

取处理与应用，以智能检测、优化控制、智能无人装备的自主决策与控制为研究目标，

加强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运行、科技开发和集成及相关工作的知识和工程实践能

力培养。研究生除在学校学习基本理论、进行科学实验，还要在科研院所和企业实习获

得一定学分才能进入论文阶段。

下设专业领域：

01控制工程

本专业领域主要为科研院所和企业培养高水平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论文选题来自

实际工程应用课题。研究方向紧密结合工程实际需要与本学科的特长，以国家、国防、

北京市和行业领域的需求与应用为背景，着重高动态自主导航与控制、深地探测、多智

能体协同、现代测控、智能传感、电气智能控制、机器人智能控制、大数据驱动控制、

自然人机交互与人机协同控制等方面研究。

02人工智能

本专业领域面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通过“人工智能+控制”交叉融合，

培养掌握人工智能领域理论与方法，具备设计工程解决方案能力，能够从事相关领域技

术开发、应用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创新型人才。科研方向聚焦于自主智能控制，包

括信息智能感知、弹性导航系统、群体智能、高级机器学习、自主协同控制与优化决策

等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