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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科学以不同领域的复杂系统为研

究对象，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探讨

复杂系统的性质和演化规律，研究结

构与功能的关系，目的是揭示各种系

统的共性以及演化过程中所遵循的共

同规律，发展优化和调控系统的方法

，并进而为系统科学在科学技术、社

会、经济、军事、生物等领域的应用

提供理论依据。

❖ 系统科学学科内涵

系统理论

系统分析与集成

复杂系统建模与调控

学科带头人：高自友 教授

二
级 

学
科

大数据与智能系统

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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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系统普遍存在，小到细菌群落，大
到宇宙星系。复杂是客观世界的固有属
性和本质特征。

交通运输系统

Internet

生态、环境

卫星网络
航空网络

通讯系统 社会、经济、金融

系统科学学科内涵与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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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
——霍金 

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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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omplexity为主题词进行检索，

仅2000年以来Nature及其子刊、

Science、Science Advances、

National Science Review、PNAS，这

些综合性顶级期刊上，有647篇

其中，Nature、Science、PNAS，平

均每年发表15篇左右

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研究的基础理论在社会系统(包括交通运输系统)、群集系统
、 人工智能系统等诸多领域的应用成为国际热点研究方向

2004 20202011

2017 20202016 2014

2008 2011

2019

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多个国家重要战略涉及到复杂系统科学与技术研究

生态系统

社会系统 无人系统

生物系统 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

交通系统 智能通信

战
略
聚
焦
点

(2019)美国提
出“国家人工智
能战略”计划

(2014)日本
“机器人” 
白皮书

(2015)韩国智联工
厂与MII3.0规划

(2013)德国
工业4.0

(2018)英国“
机器人技术和
人工智能“

(2018)法国“
人工智能发展
战略“

(2017)中国国务
院“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

4

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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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坚持系统观念，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就“坚持系统观念”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

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六个坚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

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胸怀天下。其中，“坚持系统观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当今全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面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强调系统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坚持系统观念？怎样坚持？

➢系统科学在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复杂社会系统治理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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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 系统科学学科也得到了国家科技管理等相关部门的重视，科研经费

的持续增加，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则专门新设了“复杂

系统管理”学科代码（G0101），并将其放在首位

 ***部门也正式论证设立了“复杂系统与智能科学”

专业领域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复杂系统管理二级分会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理论二级分会

系统科学

已进入新

一轮的发

展热潮

国内一些著名学

校纷纷筹划建设

系统科学学科

➢ 中山大学

➢ 东南大学

➢ 同济大学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北京邮电大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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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先生曾指出：与其空谈复杂性，不如从研究各类具体的复杂系

统入手，寻找解决具体复杂系统的复杂性问题，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

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我校系统科学学科，立足于交通运输系统，利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方法，

揭示交通运输及相关复杂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关系、演化和调控规律，寻求

复杂交通系统的最优控制方法与管理策略，为交通规划、设计与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与方法支撑。并将取得的成果向相关复杂系统研究方向辐射扩展。

我校系统科学的特色就是主要以交通运输系统作为研究背景。

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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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

作用

人

车

路

管理控制

运行环境

交通运输系统

管理控制子系
统

载体子系统（道
路与城轨等）

流量子系统（交
通参与者）

运行环境

需要运用系统科学

的理论与方法进行

建模与优化

交通运输复杂开放巨系统

其相关科学问题研究极具挑战性！

动
态
性 

随
机
性 

复
杂
性

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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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Braess’s悖论

美国波士顿剑桥区 英国伦敦 美国纽约

Networks of principal roads(both solid and dotted lines; the thickness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lanes). (a) Boston-

Cambridge area, (b) London, UK, and (c) New York City. The color of each link indicates the additional travel time 

needed in the Nash equilibrium if that link is cut(blue:no change, red: more than 60 seconds additional delay). Black 

dotted lines denote links whose removal reduces the travel time, i.e., allowing drivers to use these street in fact creates 

addional congestion. This counter-intuitive phenomenon is called “Braess’s parad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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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25喷气式战斗机由苏联研制，它的许多零

部件都没有美国制造得那么先进出色，但由于

设计者考虑了整体性能，故而该战斗机在升降

、速度、应急反应等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一流

水准（时速3马赫、飞行高度>25000米）。实现

了1+1>2。

事物的内部结构是否合理，对其整体功

能的发挥关系很大，可见系统思维、系

统观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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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和2000年分别获得了系统分析与集成和系统理论两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授权。2001年系统科学研

究所正式成立（高自友教授任所长）。主要牵头建设系统科学一级学科，参与建设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

此后北交大的系统科学学科取得快速发展：

◆2003年，获系统分析与集成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4年，系统科学一级学科在全国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与北师大并列）

◆2005年，获系统科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7年，系统分析与集成获批为北京市重点二级学科，并建成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2008/2012/2016/2020年，系统科学一级学科在全国学科评估中连续蝉联第一或A+

◆2009年，为支援“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系统科学研究所的部分成员正式转入国

重的基础研究室

◆2012年，系统科学获批为北京市重点一级学科；2016年，成立交通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虚体）

◆2017年，入选国家首批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第一轮双一流建设验收获评优秀）

◆2019、2020年、2021、2022、2023，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位列第一

◆2023年6月，成立系统科学学院

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北京交大系统科学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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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整体情况

 名誉院长：高自友

 党委书记：陈劲松

 院 长：杨立兴

 副  院  长：贾   斌

 全院在职教师48人

 含专任教师41人，行政岗7人

2023年6月2日，为加快建设一流学科体系，北京交通

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正式成立



❖ 学院整体情况

系所

系统
理论
研究
所

系统
分析
与集
成系

复杂
系统
管理
与控
制系

综合
交通
系统
科学
研究
所

大数
据与
智能
计算
研究
中心

学院机关

党政
办公
室

综合
科

教学
科

学生工
作办公

室
(团委)

◼ 学院机构设置

姜 锐 吕 莹 赵小梅 徐 猛 赵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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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团队

经过20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一个以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创新研究群体和教育部创

新团队为基础，由学术带头人高自友教授领衔，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杰青、优青、海外优

青、青年长江等青年人才为骨干，结构合理的高层次学科团队。学科团队共有教师41人，

其中博士生导师28人，硕士生导师39人；所有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

国家基础科学中心负责人 1人 高自友（截止目前我校唯一一个）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 2人 高自友（第六届、第七届）、贾斌（第八届）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3人（全校10人左右） 高自友、吴建军、孙会君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 1人 高自友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人（全校10多个） 高自友、吴建军、杨立兴

青年长江学者 2人（全校不到10人） 贾斌、杨立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海外优青基金
获得者 10人（全校40人左右）

贾斌、孙会君、杨立兴、姜锐、徐猛、闫小勇、李树凯、康柳江、鲍月

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 9人 高自友、关伟、李克平、贾斌、孙会君、姜锐、吴建军、徐猛、杨立兴

北京市科技新星、青年英才 3人 孙会君、李新刚、杨小宝

全国优秀博士学论文获得者 3人 姜锐、孙会君、吴建军（全校总计培养出5人）

海外讲席教授 4人 杨海、殷亚峰、刘蓉晖、刘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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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平台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
年度

备注

国家重点实验室
先进轨道交通自主运行全国重点实验室

（原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6 参与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
智基地

交通系统科学与工程创新引智基地 2020 负责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
智基地

信息与交通运筹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2016 参与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应用技术交通运输行业

重点实验室
2017 参与

北京市协同创新中心 首都世界顺畅城市交通协同创新中心 2012 参与

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
专项联合实验室和研

发中心
智慧弹性交通联合实验室 2019 参与

首都高端智库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 2017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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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0成立了中国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联盟——交通+人工智能深度

融合委员会，高自友教授任委员会主

席团主席，闫学东副校长任秘书长

支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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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一：

系统理论与复
杂性

方向三：

综合交通系统
分析与集成

方向二：

复杂交通系统
建模与调控

系统科学主要学科方向

方向四：

大数据与智能
系统

真车/行为实验 + 大数据分析 + 理论建模 + 仿真模拟…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方向一：系统理论与复杂性

非
线
性

自
组
织

多源多尺度交通出行数据日益丰富 出行行为与交通系统的复杂耦合

相
变

1. 研究道路交通流的动力学、非线性、混沌、相变、自组织等多种

动态复杂特性

2. 研究路网交通流的非线性、相变、多态、自组织等时空复杂特性

3. 研究城市道路网络、轨道网络、多模式交通网络、以及城市群综

合交通网络结构与流量的复杂性特征

4. 研究交通出行需求的时空特性与演化机理

……

◆系统理论与复杂性着重于研究交通系统的基本性质、

演化机理及复杂特性

个体移动轨迹 群体出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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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二：复杂交通系统建模与调控

实
验

建
模

管
控

𝑑𝑣𝛼(𝑡)

𝑑𝑡
= 𝑎𝑚𝑖𝑐 𝑠𝛼, 𝑣𝛼 , 𝑣𝑙

ො𝑎𝛼 − 𝑎𝛼 + 𝑝 ො𝑎 መ𝑓 − 𝑎 መ𝑓 + ො𝑎𝑓 − 𝑎𝑓 > △𝑎 + 𝑎𝑏𝑖𝑎𝑠

自动车轨迹规划 匝道合流控制

◆复杂交通系统建模与调控是系统科学、交通科学与控

制理论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强调用整体论和还原论相结

合的方法去分析、模拟交通系统，用控制理论去干预和

控制交通系统的宏观涌现性行为

1. 研究交通网络优化设计、资源配置、交通需求管理的

优化模型与算法

2. 研究复杂交通系统协同控制与智能调控的理论及应用

3. 研究自动驾驶车辆、互联车队的控制理论与方法

4. 研究轨道牵引的城市公共交通模式结构优化理论与方

法

5. 研究双碳目标导向的交通系统调控理论与方法

……



方向三：综合交通系统分析与集成

交通网络规模快速扩大，
结构日趋复杂

交通需求多样化、层次
化、个性化

1. 研究交通系统要素、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机理

2. 研究城市交通系统多模式交通系统中不同模式之间的协同运行理论与方法

3. 研究城市交通网络的韧性、可靠性分析理论与方法

4. 研究城市综合交通系统状态监测、运行控制与应急管控的集成应用。
…… 

◆以系统理论为基础，以系统分析与集成技术为手段，通过对交通运输系统目标的分解、协调、

综合、优化与实施，实现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功能优化

综合交通系统网络化、快
速化、协同化

飞机 地铁 私家车 电动车

高铁 自行车 公交车 网约车

去哪儿 携程 百度搜索 Bing搜索

民航购票 客车购票铁路购票滴滴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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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四：大数据与智能系统

◆ 大数据与智能系统主要运用新兴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理论、方

法和技术面向交通运输、金融、生物等复杂系统开展研究

1. 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自动驾驶、等新型运行环境
下的复杂交通系统的整体性、涌现性与协同性

2. 研究数据驱动的交通个体或群体自主知识获取与应用、思维与推
理、问题决策与学习等理论

3. 探索大规模、多模式、多层次智慧交通系统的推演与决策方法
4.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数字化技术为主导，研究社会、

经济与生物复杂系统的演化机理与调控方法。 
……

应用

理论

数据

5G 移动互
联

大数
据

人工
智能

自动驾驶 车路协同车联网
面
向
未
来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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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国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未来城市交通管理
国家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城市交通管理理论与方法

国家973计划项目 大城市交通拥堵瓶颈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 基于信息融合的城市交通智能管控与服务技术应用示范

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 区域交通网络化智能诱导控制技术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 复杂环境下城市多模式交通流运行特性分析与网络协同设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城市交通网络优化与管理的若干基础问题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大数据驱动的城市群交通状态感知、态势推演与智慧决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 突发事件下城市道路交通系统非常态演化机理及干预对策

…… ……

20年来，我校系统科学与工程团队紧密围绕四个主要学科方向，以基础科学中、创新研

究群体、973计划等国家级重大项目为支撑，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与易华录、青岛

海信、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等单位紧密合作，取得了大量创新性研究成果，是

国际上从事城市交通系统复杂性研究的典型代表团队。



❖ 3 科研情况—代表性成果1

◼ 成果“大城市交通网络瓶颈识别与综合管控关键技术”获2022年度教育部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一等奖

多源数据融合
交通模型库

不全面

智能诱导
综合管控

缺联动

需求预测
瓶颈识别

不精准

面临三大难题 迫切需要研发先进的智能管控技术
◆突破了大城市综合交通数据湖

及模型库构建技术难题;

◆创立了大城市交通网络瓶颈识

别与一体化需求预测技术;

◆攻克了大城市交通网络综合智

能管控技术体系;

◆研发了交通数据融合与存储、

网络瓶颈识别与预测、综合智

能管控等3大类核心技术产品；

◆在国内300余个城市以及13个“

一带一路”国家得到推广应用。



❖ 3 科研情况—代表性成果2

◼ 成果“复杂系统输运过程中的重构方法、严格可控性理论与实证研究”获2022年

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面临两大难题 迫切需要控制复杂系统的理论方法
◆提出了面向复杂系统输运过程

的普适性重构方法；

◆提出了基于相互作用结构和强

度的复杂系统严格可控性理论;

◆实现了两类典型的复杂交通系

统（城市道路与轨道交通系统）

的时空演化特征分析与调控；

◆成功应用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

测调度中心（TOCC）二期平

台的研发以及全国十余条城市

轨道交通线路。

如何有效识别复杂系统输运过程的关键因
素并进行有效调控

如何通过有限数据来高效推断决定复杂系
统演化的全部因素



❖ 3 科研情况—代表性成果3

◼ 针对激进驾驶行为开展标准化建模，量化分析了激进驾驶行为所产生的额外排放

并预测演化趋势【2023年发表在《Nature Sustainability》】

车辆的微观
轨迹数据分析

不全面

排放国标代际占比、
汽车电气化程度估计

不精确

驾驶员跟驰行为
预测及分类

难量化

车辆尾气排放研究难题 迫切需要从驾驶行为角度研究排放◆以微观驾驶行为为研究对象，

构建了标准化驾驶激进性指数 ；

◆分析 了 2013至2021年间我国车

辆的微观轨迹数据，估计车辆

保有量、排放国标代际占比、

电动化程度等指标；

◆实现了2013至2050年间全国范

围内激进驾驶行为产生的额外

交通排放预测；

◆以“驾驶行为对中国未来交通减

排的影响”为题发表在《Nature

Sustainability》上，受邀以简

报形式同步发表期刊亮点论文。



❖ 科研情况—代表性成果4

◼ 针对大城市轨道交通的高峰时段客流控制问题开展研究，设计了基于实时需求信

息的客流控制策略【2023年发表在《Operations Research》】

客流随机性和动态性

上下游车站
服务水平差异大

人群踩踏
事故频发

面临的问题 迫切需要设计科学的客流控制策略
◆提出了近似最优的在线客流控

制策略，提高了列车容量资源

的利用效率；

◆考虑了实时客流需求，建立了

带约束的随机动态规划模型；

◆设计了求解一系列带随机约束

的动态规划和随机优化模型的

算法框架；

◆以“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在线控

制”为题，发表在《Operations

Research》上，并被选为当期

的两篇亮点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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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全速度差车辆跟驰模型，克服了经典优化速度模型中出现撞车等固有的

理论缺陷,被公认是国际上四个最具代表性的车辆跟驰模型之一

全速度差车辆
跟驰模型方程

小扰动随时间的发展过程

1
1[ ( ) ]n

n

dv
V x v v

dt
 +

+=  − + 

Web of Science 检索结果 (2001-2021)
检索关键词 :  车辆跟驰模型 (Car-following  model )

发表年份 作者 SCI他引次数

2001 团队发表论文 1128

2002 Newell 667

2004 Ge et al. 361

◆通过对实际道路交通流数据的重构，鉴别了决
定速度变化的关键因素， 提出了全速度差车辆
跟驰模型

◆准确刻画了时走时停等典型交通特征
◆克服了经典优化速度模型中出现撞车等固有的

理论缺陷

◼ 被公认是国际上四个最具代表性的车辆跟

驰模型之一（另外三个代表性模型是GHR

模型，IDM模型和优化速度跟驰模型）

◼ 是近20年来国际上引用次数最高的“跟驰

模型”

❖ 科研情况—代表性成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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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第一完成人，一等奖空缺)
➢基于行为的城市交通流时空分布规律与数值计算,2011

⚫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3项（第一完成人）、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大城市交通网络瓶颈识别与综合管控关键技术，2022

➢大城市复杂交通流特性分析及管控策略研究，2018

➢列车运行组织优化理论与方法，2014

➢面向交通运输系统的复杂网络理论与方法，2010

⚫全国创新争先奖1项，2017（高自友）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1项，2015（同年获奖人员有：高自友、杨善林、

杨晓光；汪应洛；马云）

⚫钱学森城市学金奖1项，2014（每年评选1名）

⚫其他省部级科研奖励近20项

❖ 3 科研情况—获奖情况



• 杰青（1）

• 优青（4）

• 重点（3）、重大（1）

• 国际合作（3）

• 面上（16）、青年（1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4）

• 国家重点研究计划子任
务（10+）

• 111创新引智基地（1）

教育部、科技
部

• 横向服务项目（25+）

北京交通委、地铁运营公司、

公交集团、高速集团、研究院、

智能交通公司等

其他委托课题
38+ 15+ 25+

◼ 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优青、重点、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国家级项

目60余项，其他行业委托项目30余项

❖ 3 科研情况—承担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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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中心项目：未来城市交通管理，2023-2027，6021万

• 国家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城市交通管理理论与方法，2017-2022，735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计划课题：城市群综合交通系统设计与运营优化研究，2019-2023，336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计划课题：大数据环境下汽车共享出行管理优化与智能服务， 2019-2022，240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移动互联及自动驾驶环境下新型混合交通流的实验分析、仿真建模与管理优化，
2020-2024，245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交通系统中个体和群体出行选择行为的实验研究及复杂性分析，2017-2022，230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欧国际合作项目：电动与传统公交混合运营系统优化方法研究， 2019-2022，200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城市交通系统管理复杂性， 2016-2020，245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轨道交通运输管理， 2019-2023，245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出行行为复杂性分析与建模， 2019-2022，130万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综合灾害环境下人员与交通行为规律及仿真系统，2017-2020，500万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复杂环境下城市多模式交通流运行特性分析与网络协同设计，2019-2021，478万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多模式多尺度交通系统一体化仿真模型与方法，2019-2022，348万

• ……

❖ 3 科研情况—近五年承担的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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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著作36部
发表高水平论文900余篇, SCI他引

10000余次。

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40余项。

科学研究-专著、论文、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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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近5年论文发表情况

高水平论文（300余篇），综合类及领域顶级论文150余篇

PNAS 2

Nature Communications 1
Nature Sustainability 1

Operationas Research 1

Transportation Science 4

Automatica 2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1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9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40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C 36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5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20

IEEE Transactions on ITS 20

高自友、杨立兴、吴建军、姜锐、李树凯、
阴佳腾等教授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名单

2020、2021、2022连续三年，本学科4位教
授获评中国高被引学者：高自友、杨立兴、
姜锐、贾斌



社会服务-注重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交通运输行业

◆研发了智慧城轨线网仿真与管控平台，长期应用于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的各种复杂业务场

景，为北京市轨道交通的常态化运营、以及疫情下的轨道交通管控提供了科学决策，并在

济南、南京、杭州等城市推广应用。

◆创建了面向突发事件的交通管控方法，形成的监测-研判-诱导-控制-组织-调度核心方法体

系，提升了大城市交通应急处置能力。为交通运营部门、交通运输企业及公众提供了应急

信息与辅助决策支持。

◆攻克了特殊需求下多方式交通协同组织技术，成果应用于北京市交通委、北京易华录、千

方科技等单位，有力支撑了国庆70周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厦门金砖国家

峰会、杭州G20峰会、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等重大活动期间城市交通系统的平稳运行。

◆攻克了数据与模型双驱动的路网运行指数预测等技术难题，与千方科技合作，通过微信公

众号向全国发布春节、五一、国庆等重大节假日交通研判报告，在央视《新闻直播间》播

出和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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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大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实验室”(2005年)，高自友教授作为实验

室主任组织了实验室的筹建过程

◆北京交大首批973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2006年），高自友教授为项目首席科

学家。该项目也是当时交通领域第一个973项目

◆北京交大第一个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论文作者：孙会君；导师、高自友教授

◆北京交大首批教育部创新团队(2007年)，高自友教授为该团队的负责人

◆北京交大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1年)，高自友教授为第一完成人）

◆北京交大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国排名第一的学科(2004/2008/2012/2016年，系统科学）

◆北京交大第一个国家创新研究群体 (2016年)

◆北京交大第一个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2017，高自友）

◆北京交大第一个也是唯一个入选教育部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学科（2017，系统科学）

◆北京交大第一个研究生教育成果一等奖（2018，高自友等）

◆北京交大首批国家优青、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海外优青入选者，（2012，2015，2021）

◆北京交大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础科学研究中心项目，2022，高自友教授为首席科学家

填补北京交通大学空白的一些典型成果



简介提纲

一、学科内涵、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二、学院整体情况

三、师资团队与支撑平台

四、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五、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六、人才培养情况



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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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与国内外的一些知名高校建立了实质性合作与交流关系，如美国东北

大学、加州大学、西北大学、波士顿大学、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利兹大学、

南安普顿大学、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北航、东南、同济等。

◆另一方面同国内的一些知名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实质性合作关系，如：北京交

通发展研究院、北京智慧交通发展中心、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易

华录、百度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青岛海信、滴滴打车、千方掌行通等。



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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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届国际运输与交通理论会议（The 2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ransportation and Traffic Theory，ISTTT24）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年会

◆历届中国系统科学大会、第一届中国系统科学前沿论坛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交通运输管理二级分会年会（计算交通科学国际研讨会）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复杂系统管理二级分会年会

◆……

近年来组织承办或参与组织了一系列领域重要的国际国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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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 学生国际交流

近5年来，共派出博士、硕士研究生到境外交流访问40余人次，

多数交流学校为美国、欧洲、新加坡与香港的知名大学。

香港

荷兰、德国美国

新加坡

英国

意大利、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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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部分国际交流学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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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及专业设置

学院拥有系统科学与工程本科生专业、系统科学一级学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业

❖ 人才培养情况

◼ 2019年获批系统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依托詹天佑学院招生

◼ 形成注重数理基础、突出系统思维、融汇新兴技术的系统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研贯通一体化

人才培养体系

◼ 系统科学研究生专业立足于系统理论，以交通运输系统及其相关的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

发展优化和控制系统的分析与集成方法，为系统科学在交通运输及其相关领域的应用提供

理论依据与方法支撑。 

依托顶级特色平台
全国重点实验室、111引智基地 …



◼ 招生情况

➢ 截止2023年底，学院共有全日制系统科学专业研究生

147人，其中博士98人、硕士49人

➢ 理学硕导 39 人，理学博导 28 人

➢ 2023招生简章上，硕士招收24+4人、博士招收23人

❖ 人才培养情况

➢ 今年9月份推免生最新招生情况



团队人才培养情况

主要就业单位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

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主，包括：

◼ 清华大学

◼ 中国科学院大学

◼ 北京交通大学

◼ 北京邮电大学

◼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 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

◼ 上海铁路局

◼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 ……

系统科学专业已培养出一大批兼具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优秀毕业生，奉献在各行各

业。2018-2022年系统科学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就业率 (含升学)均为100%，签约单

位以北京和东部地区为主。

❖ 人才培养情况

◼ 就业情况
《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

京人社毕发【2021】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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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博士生主要就业单位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首都经贸大学

东南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千方科技掌行通技术有限公司

……

优秀毕业生

姓名 毕业时间 简介

吴建军 2008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国家杰青、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龙建成 2010
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国家杰青、国家优青、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新世纪人才，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

田钧方 2014
天津大学教授，国家优青、入选天津大学北洋青年骨干教师和北
洋青年学者计划

鲍月 2017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海外优青，入选北京交大卓越百人计划

刘剑锋 2012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技术总监、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城市轨道
交通综合应急交通运输行业研发中心主任

贾文峥 2010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轨道交通部总工程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运营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杨珍珍 2019
北京掌行通信息技术公司资深专家，获发明专利26项、关于节假
日交通研判成果多次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

陈涛 2008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处长、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青年联合
会常委兼金融科技界别秘书长

洪雪飞 2008
飞鹤集团农业板块副总经理，曾任联想集团公司云南、贵州两省
销售总代表、联想集团大客户事业部高级经理

❖ 人才培养情况



2021年-2023年，系统科学一级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一次性通过率100%。近年来，全部

依托国家级科研项目，指导学生在PNAS、 OR、POM、TS、TR-Part B等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

5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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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TT

Omega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C，D，E，F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Engineering

Transportation Science

Automatica

INFORMS Journal on Computing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PNAS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主要国际一流期刊学术论文

TRC主编、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

Nikolas Geroliminis教授积极评价了研究成

果对提高交通系统韧性的正面作用

交通领域顶级期刊《TR-B》前主编及杰出

编委会成员、香港科技大学Hai Yang教授

评价该成果：“研究方向是未来研究轨道

交通系统运营的三个重要途径之一”

❖ 人才培养情况
◼ 学位与学术论文情况



◼ 培养杰青、长江特聘、四青等高层次优秀人才11人次

◼ 获评全国优博2人、提名2人，近年来获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优博4人

◼ 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黄大年式教学团队、研究生教育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秀研究生指

导教师团队

优青/海
外

长江
特聘

万人计划/
中青年科技
创新领军

杰青

青年
拔尖

青年
长江

创新拔尖人才
培养特区

❖ 人才培养情况
◼ 人才培养成果显著

学院研究生总体招生规模小，但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论文产出成效显著



❖ 人才培养情况

◼ 人才培养成果显著

人才称号 入选者

长江特聘 吴建军、孙会君

国家杰青 吴建军、龙建成

青年长江 龙建成

国家优青 孙会君、龙建成、康柳江、鲍月、田钧方、阴佳腾

全国优博 吴建军、孙会君

全国优博论文提名奖 龙建成、谢东繁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优博获得者 杨欣、鲍月、郭欣、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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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科学专业

拥有

一流的学科

一流的支撑平台

一流的师资团队

一流的培养机制

欢迎

优秀的青年学子加入系统科学研究团队

结语



5656

欢迎加入

系统科学研究团队

联系人：孙悦

联系电话：13391932353

邮箱：xtyjs@bjtu.edu.cn

贾 斌  13810998385

bjia@bjtu.edu.cn
http://tsse.bjtu.edu.cn/tzgg/182864.htm

系统科学学科专业简介

http://tsse.bjtu.edu.cn/tzgg/1828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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