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与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经济服务

大学合作举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教育项目年度报告 

一、办学基本情况 

本项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实施办法》，2008 年经教育部批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与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经

济服务大学实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合作办学项目，本项目招生列入国家统招招生计

划。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经济服务大学建于 1967 年，拥有 16 个副博士学位和 4 个博

士学位授权点。在信息技术等学科领域具有雄厚的教学和科研实力，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具

有较大影响力的联邦经济类重点大学。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是以农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全日制普通高校，建于 1958 年，

学校拥有博士后流动站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二、学生培养 

本专业坚持本地化与国际化培养相结合、校企联合培养相结合，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2017 年，41 人顺利完成规定课程的学习，并通过答辩。为提高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和语言能力，

开设《计算机专业英语》等 3 门双语课程，同时邀请甲骨文等多家知识企业来到校讲座及交

流，加强校企联合培养力度；与北京尚观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开展“3+1”校企合作培养。 

三、师资建设 

双方共委派教师 35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 23%，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 43%，

相比去年提高了 6%，外方授课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且均为教学经验丰富的资

深教师。 

为了保证师资队伍水平的稳定提高，2017 年，中方选派曹洪军等 5 位教师参加大数据相

关课程及实践培训；马晓丹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国华盛大学访学；闫丽等 12 人次参加

国际会议；刘丽杰等 3 位教师参与本行业培训；此外，马铁民等 3 位教师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谢秋菊、路阳晋升为教授职称。本项目师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均得到了较大的

提升。 



 

 

四、教学组织 

中外双方高度重视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及教材、教学方式建立与制定。

2017 年共开设 48 门课程，其中引进外方 16 门，共同开发 3 门。开展 4 门研究性教学、过程

化考核课程，同时将计算机大赛、企业实践等相结合，自主研发的 OJ 在线平台等开放式网络

教学平台，实现了《C 语言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计》等 6 门语言类课程的线上与线下的

网络教学。从大三开始实行分方向培养，与外方、思特科技有限公司、甲骨文等企业开展校

外实习、实践等方面的探索，并及时更新教学大纲，保证教学内容前沿性。 

五、项目管理 

双方成立了中外合作办学联合管理委员会，协调、解决合作办学中出现的问题，定期向

上级主管部门提交项目办学情况报告；通过宣传手册、网络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布项目的

办学层次和类别、收费项目和标准等办学基本情况。 

中方成立了以校长为主任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委员会，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对项目

的日常管理工作，协调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教师资源，落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委员会交

办的其他工作事宜，项目所在学院负责管理日常教学工作。 

六、财务状况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资金管理按照国家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相关法规的要求。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项目和黑龙江省物价局

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以人民币按学年进行收费，2017 年，学生收费

标准，学费：16500 元/生学年。住宿费：四人间：1200 元/生学年、六人间：800 元/生学年、

八人间：600 元/生学年。 

七、教学质量监控 

不仅建立了从教师聘任到学生全过程教学质量监督保障体系，还建立了从学校、学院到

系的三级教学监控管理。从培养计划制定与实施、教学质量检查、考试管理、毕业设计管理

等方面进行科学、准确的教学质量评价与反馈。2017 年，教学督导听取 16 位教师授课，督

导评价均为良好以上，其中优秀率占 18.75%。 

八、社会评价 

从用人单位、毕业生调查、家长反馈等多种渠道，多种视角对本项目培养的国际化专业



 

 

人才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本项目培养的学生能够较好掌握计算机软件设计、开发、测试等

核心技术，具有熟练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毕业生能够胜任软件工程师的基本要

求，毕业生综合素质强，受到用人单位、实习单位及家长等各方面的好评。 

九、办学特色 

本项目以计算机软件及虚拟仿真系统开发理论及技术方面国内外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

紧密掌握用人单位人才需求状况，及时调整培养方案；注重采用双语外教学和引进外方教师

授课，形成了国际化的教学模式，为学生营造国际化的知识氛围；以学生竞赛形成两个方向

的专业社团，让学生进入实验室、参与实际项目，逐步形成研究梯队，培养学生分工协作能

力，参与国际及国内相关竞赛；先后与蓝桥、甲骨文等 4 家公司开展校企合作培养，提升学

生的实践、合作、创新、就业等能力。 

通过以上举措，合作办学成果得到了显著提高。2017 年获批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省级 6

项，校级 4 项；获得国家级奖励 4 人，省级以上奖项 31 人次；学生就业率达到 100%，其中，

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比例由 2016 年的 45.8%上升至 2017 年的 55.81%，在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一线城市工作比例为 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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