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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城市学院2023年统计公报

一、教育教学

截至2023年9月，全日制在校本科生11919人，自主培养

研究生100人。与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华东交通大学

等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334人，其中联培博士研究生7人。

表1 在校本科生一览

学科 专业名称

在校生数

合计

一

年

级

二

年

级

三

年

级

四

年

级

五年

级及

以上

合计 普通本科生 11919 3221 3207 2639 2664 188

合计 其中：女 6290 1640 1682 1400 1460 108

合计 高中起点本科 11073 2793 2789 2639 2664 188

学科门类：

理学

统计学 74 0 38 35 1 0

应用统计学 70 70 0 0 0 0

学科门类：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91 120 111 118 142 0

软件工程 503 121 122 129 131 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42 0 36 41 65 0

人工智能 101 29 36 36 0 0

电子科学与技术 247 72 62 54 59 0

通信工程 171 0 61 51 59 0

电子信息工程 296 132 66 44 54 0

自动化 290 112 65 58 55 0

土木工程 271 81 92 56 42 0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24 0 0 0 24 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85 0 0 44 41 0

机械电子工程 200 74 58 36 32 0

智能建造 59 59 0 0 0 0

智能制造工程 129 70 59 0 0 0

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227 59 60 50 58 0

建筑学 262 70 49 68 35 40

城乡规划 97 51 46 0 0 0

学科门类：

医学

药学 289 93 67 71 58 0

护理学 264 80 76 63 45 0



2

临床医学 676 124 139 140 125 148

学科门类：

管理学

工商管理 366 100 83 74 109 0

财务管理 517 100 127 142 148 0

资产评估 204 0 75 49 80 0

旅游管理 186 68 57 29 32 0

会展经济与管理（中外合作办

学）
217 56 56 52 53 0

行政管理 291 97 90 50 54 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 0 0 0 2 0

学科门类：

经济学

国际商务 106 0 19 59 28 0

国际经济与贸易 70 0 0 0 70 0

金融学 393 105 73 121 94 0

金融学（中外合作办学） 460 118 116 109 117 0

学科门类：

文学

新闻学 291 65 65 84 77 0

广播电视学 241 0 71 85 85 0

汉语言文学 291 66 74 83 68 0

广告学 311 66 76 79 90 0

英语 473 156 109 109 99 0

日语 114 33 26 27 28 0

商务英语 190 0 59 59 72 0

德语 53 30 23 0 0 0

学科门类：

法学
法学 679 161 158 184 176 0

学科门类：

艺术学

环境设计 296 73 73 75 75 0

视觉传达设计 287 50 81 75 81 0

学科门类：

历史学
考古学 67 32 35 0 0 0

合计 专科起点本科 846 428 418 0 0 0

学科门类：

工学

电子信息工程 317 118 199 0 0 0

机械电子工程 74 74 0 0 0 0

学科门类：

医学
护理学 141 71 70 0 0 0

学科门类：

管理学
旅游管理 314 165 149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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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自主培养研究生一览

学院 专业名称
在校生数

合计 一年级

计算机与计算科学学院 电子信息 28 28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25 25

工程学院 土木水利 27 27
艺术与考古学院 艺术 20 20

合计 100 100

注：本表为2023年9月统计数据。

表3 联合培养研究生一览

学院 专业名称

在校生数

联合培养学校
合计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及以上

计算机与

计算科学

学院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2 2 0 0 0 0 浙江大学

电子信息 54 5 24 22 3 0 浙江大学等

统计学 2 2 0 0 0 0 华东交通大学

信息与电

气工程

学院

电子信息 48 8 21 17 2 0 浙江大学等

工程学院

土木水利 64 16 21 27 0 0 浙江大学等

仪器科学与技术 1 0 1 0 0 0 安徽理工大学

力学 1 0 1 0 0 0 安徽理工大学

建筑学 3 0 3 0 0 0 浙江工业大学

机械 23 3 13 7 0 0 浙江大学等

电子信息 2 0 0 2 0 0 安徽理工大学

艺术与考

古学院

城市规划 3 0 0 3 0 0 浙江大学

机械 2 0 0 2 0 0 浙江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 1 1 0 0 0 0 浙江大学

艺术 15 0 8 6 1 0 浙江工业大

学、常州大学

医学院 药学 47 5 21 21 0 0 浙江大学等

商学院
工程管理 16 0 8 8 0 0 浙江大学

国际商务 8 3 5 0 0 0 浙江大学

新闻与传

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 10 0 10 0 0 0 浙江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 1 1 0 0 0 0 华东交通大学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6 3 0 3 0 0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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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

规划学院

建筑学 10 3 3 4 0 0 安徽理工大学

艺术 2 0 0 2 0 0 浙江工业大学

城乡规划学 2 0 2 0 0 0 浙江工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 4 0 2 2 0 浙江大学等

土木水利 2 2 0 0 0 0 华东交通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 1 1 0 0 0 0 浙江大学

合计 334 59 141 126 8 0

注：本表为2023年9月统计数据。

学校设有34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设置涵盖经、法、文、

历史、理、工、医、管、艺术等九大学科门类。拥有2个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18个省一流专业、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

重点专业与教学建设平台如下表所示：

表4 重点专业与教学建设平台一览

平台名称 数量 备注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化

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9个
土木工程、药学、工商管理、建筑学、广告学、

法学、环境设计、软件工程、旅游管理

浙江省重点专业 1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浙江省“十二五”新兴特色

专业
4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会展经济与管理、

法学

浙江省“十三五”特色专业

建设项目
4个

财务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药

学

浙江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6个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计算机与计算科学实验教

学中心、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信息与电气

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工程实验教学中心、经济

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浙江省重点建设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
4个

计算机与计算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信息与电气

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工程实验教学中心、经济

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浙江省产教融合示范基地 1个 智能终端开放技术产教融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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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建设项目
7个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工程实践教育基地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临床技能综合实践基地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法学

教育实践基地

浙大城市学院－“光合组织”智能软件与先进

计算实践教育基地

浙大城市学院－先进与智能制造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

浙大城市学院新时代党建与思政教育研学基地

浙大城市学院－浙江省医科院（杭州医学院）

药学实践教育基地

杭州市重点专业 5个
土木工程、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通信工程、新闻学

杭州市特色专业 4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护理学、会展经济

与管理、法学

杭州市属高校新型专业 3个 电子信息工程、临床医学、旅游管理

杭州市属高校新型专业群 3个
互联网+数据智能专业群、智能制造专业群、新

型城市工程建设专业群

杭州市属高校产学对接特需

专业
3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建筑学

杭州市属高校产学对接校企

共建校内实训基地
3个

机器人与智慧工厂实训基地、电子信息技术实

训基地、老年与康复护理实训基地

推进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2023年新增“应

用统计学”“智能建造”两个招生专业，申请增设历史学、

数字经济专业。全面推进学校专业认证工作，建筑学专业顺

利通过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评估委员会评估

认证，成为学校首个通过专业认证（评估）的专业。学校成

为省内首家获批国家团队考古发掘资质的高校。新增4个省

级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立项浙江省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6项。省级一流课程106门，《电机与拖动》课程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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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学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

之一参与的教改项目获2022年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获浙江省“十四五”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7

项，省优秀研究生课程4门。发挥学科交叉和政产学研用协

同合力，深化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学校荣获2022年中国产

学研合作促进奖。

学校围绕实践智慧核心理念，持续优化创新实践教育体

系，大力支持学生参加各类科研训练、学科竞赛和文化活动。

完善以四级大学生创新训练管理体系为基础的创新实践平

台，设立各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333项。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再次入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

会。2023年，学生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75篇，其中EI

收录2篇、SCI收录11篇、CPCI收录2篇、CSSCI收录1篇、SSCI

收录2篇。学生作为第一发明人/著作权人获得各类发明及软

件著作权54项。

2023年度，学校在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五年榜单排

名中位列245位，提升49名。学校共立项学科竞赛赛项92项，

其中A类竞赛39项，B类竞赛42项，C类竞赛11项，同时，修

订学科竞赛管理有关制度文件，增强学生竞赛获奖在荣誉表

彰、课程加分、课程替代等方面的激励，大幅提升学科竞赛

专项经费支持。本年度共获省级以上学科竞赛等级奖项956

项，较上一年增长21%。A类竞赛获得省级及以上等级奖项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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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16项、三等奖21项，省

级一等奖33项。B类竞赛获得省级及以上等级奖项446项，其

中国际级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国家级一等奖27项、二等

奖32项、三等奖55项。同时，积极承办国家级赛事1项、省

级赛事2项，其中，在“滨创杯”第九届中国研究生智慧城

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中，学校研究生共有31支队伍参赛，

获得一等奖2项（其中一项获季军）、二等奖2项、三等奖2

项，学校获评优秀组织奖。

学校积极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育人，配备专职教师

负责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教学及实践教学活动组织，2023年共

开设创新创业主修课程4门，创新创业类通识选修课13门，

修读人数超1500人。学校进一步加强双创导师师资力量建

设，新聘或返聘创业导师37人，入选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

赛评委专家库13人，完成浙江省高校创业导师培训3人。在

浙江省第十八届“挑战杯”工商银行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中获1金3银7铜，其中，“基于非编码RNA的癌症早诊

及治疗研究”项目获金奖，实现转公以来在该赛事上金奖零

的突破。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3）中，项目“碧

海通—海滩湿地智能环卫清洁开创者”获得国赛铜奖。

学校不断浓厚学校双创氛围。2023年共组织各类讲座、

课程、论坛、交流会30场次，组织各类项目打磨会20场次，

吸引师生超3500人次参与。CC梦工场众创空间积极引入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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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和企业，园区新入驻创业团队16个、创业企业16家，目

前创业企业共37家，在市级考核评价中获评优秀。

二、科学研究

学校已初步形成省、市、校三级重点学科与研究平台相

互支撑与促进的发展新格局。现有省级科研平台13个，省一

流学科8个，省重点学科4个。2023年新增1个浙江省工程研

究中心，1个浙江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个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培育研究基地，2个其他人文社科类研究基地。

2023年，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哲社成果奖11项。学校

教师主持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共计616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8

项，省部级项目95项、地市级项目66项、校基金54项、企事

业单位合作项目373项，年科研经费1.37亿元，科研项目数

和科研经费均创新高。完成科技成果转化到账金额674.2万

元。发表高水平论文291篇，撰写国家级咨询报告2篇，省级

咨询报告25篇。授权发明专利182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44

项。

表5 重点学科与科研平台一览

项目名称 数量 备注

浙江省

一流学科（B类）
8个

土木工程、药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新闻传播学、考古学

浙江省重点学科 4个 计算机应用技术、岩土工程、药理学、企业管理

浙江省省级重点

实验室
2个

浙江省城市盾构隧道安全建造与智能养护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神经损伤修复新靶点及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工程研究 6个 智能植物工厂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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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材料成型集成技术与智造装备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

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

边缘智能技术与装备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

公共建筑数字化碳中和技术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

城市安全治理实时数智化技术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

浙江省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
1个 智能物联网技术与系统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培育研

究基地

1个 浙江历史研究中心

其他人文社科类

研究基地
3个

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基地

浙江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基地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基地

杭州市

重中之重学科
2个 药理学、通信与信息系统

杭州市重点学科 11个

计算机应用技术、药理学、国际贸易学、企业管理、

通信与信息系统、岩土工程、新闻学、桥梁与隧道工程、

免疫学、传播学、经济法学

杭州市属高校

一流学科
4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新闻传播学

杭州市

重中之重实验室
3个

中药研究与开发实验室、电子服务与智慧工厂实验室、

信息处理与智能系统实验室

杭州市

重点实验室
9个

网络与计算实验室、集成化信息处理与控制实验室、

药物信息与新药研究实验室、数字城市与电子服务实验室、

先进设计与制造技术实验室、商务信息分析实验室、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实验室、地下工程安全与监控技术实验室、

区域经济发展与演化仿真实验室

杭州市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

8个

第一批：旅游发展与法制研究中心

第二批：传播与杭州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旅游法治与发

展研究中心

第三批：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城市文化创新传播研究中心、旅游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四批：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管理研究中心、

文化和旅游法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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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资队伍

截至2023年9月，全校在职教职工1398人，其中专任教

师809人，行政人员338人，教辅人员136人，工勤人员23人，

专职科研人员92人。

表6 教职工一览

2023年 合计 专任教师 行政人员 教辅人员 工勤人员 专职科研人员

总计 1398 809 338 136 23 92

其中：女 750 402 212 78 15 43

正 高 级 149 146 2 1 0 0

副 高 级 260 223 23 14 0 0

中 级 638 344 148 54 0 92

初 级 16 6 0 10 0 0

未定职级 335 90 165 57 23 0

注：本表为2023年9月份统计数据。

专任教师中，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409人；具

有博士学位者565人，占69%。

根据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和“十四五”师资队伍建设总体

目标，2023年继续以“5215”高水平人才汇聚计划为牵引，

聚焦重点学科专业建设，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加快推进人才

培养、深化人才评价改革、提升人才服务水平，发挥师资队

伍对学科专业建设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全职新引进教师82

人，其中国家级人才2人，省级人才3人；招收博士后57人。

同时，吸引国家杰青等60名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加盟城院。

1名教师入选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海外）项目，实现了

学校自主培养国家级青年人才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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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高层次人才一览

高层次人才项目 人数 备注

两院院士 2人 段树民（双聘）、魏敦山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人 杨波

教育部长江学者 2人 金滔、包伟民

国家海外引才计划 3人 BAI JIE、ZHANG RENHANG 、

崔琛焕

国家特支计划 2人 杨波、汤慧萍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工程入选者
1人 李冬冬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海外） 1人 齐欢

浙江省特级专家 2人 杨波、杜正贤

浙江省特支计划 6人 金滔、鲍海君、蒋剑平、李建元、陈

垣毅、丁智

浙江省“151”人才工程一层次 3人 鲍海君、段世伟、韩嵩

浙江省引进计划 1人 喻甫祥

省级教学名师 1人 颜晖

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人 陈小余、彭亮、林胜璋、段世伟、齐

欢

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

青年英才
1人 陈荣辉

其他省部级人才 8人 何汉生、陈建权、赛吉拉夫、邱汉琴、

苏旭明、谭俊、黄义军、曾迎春

表8 优秀教师一览表

荣誉称号 人数 备注

全国模范教师 1人 魏纲

浙江省教学名师 1人 颜晖

浙江省教坛新秀 4人 金晖、杭国强、方洁、吴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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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校优秀教师 3人 肖铎、曾玲晖、吴明晖

浙江省师德先进个人 3人 莫国良、杨海锋、赛来西·阿不都拉

杭州市杰出教育工作者 2人 吴明晖、徐慧萍

杭州市劳动模范 1人 曾玲晖

杭州教育劳模 1人 蒋吉清

杭州市“感动杭城”十佳教师 2人 杨海锋、沈王兴

杭州市最美班主任 1人 魏金岭

杭州教育工匠提名奖 1人 周赵凤

省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 1人 肖纯柏

杭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模范

教师
5人 应腾、张鑫焱、石华琴、薛燕、张柏榕

杭州市大中小学思政工作骨

干
4人 苏珊珊、张如仟、王柳映、卢露

四、国际交流与合作

2023 年，学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学校与美

国罗马琳达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合作，联

合培养国际化新兴健康学科人才。首届口腔卫生特色班 18

位学生顺利毕业，部分同学进入省级三甲医院口腔相关科室

工作，其中 6 名同学入职邵逸夫医院牙科中心，培养质量得

到社会认可。

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新增浙江省智能物联网技术与

系统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主办“创新创业、知识创造、信息

管理”国际学术会议，联合日本立命馆大学和杭州市科学技

术协会共同举办第二届中日零碳城市建设论坛。获批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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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港澳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万人计划”）1

项，接收6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专业学生来杭实习。

推进学历留学生招生培养，面向“一带一路”国家招收

学历留学生。招录来自哈萨克斯坦、摩洛哥以及尼日利亚的

国际学生学历生4名，进一步提高了生源质量，扩大了生源

国的国别范围。1人获2023年度杭州市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

金（B类），这是学校国际学生首次获得该类奖项。

推进本科生海外交流和深造。2023年，学校共计190名

学生参加了线上线下各类交流项目，其中59名学生赴国（境）

外合作院校进行一学期及以上交流学习。2023届毕业生赴境

外深造374人，境外深造率13.42%，225人被QS世界百强大学

录取，占境外深造总数的60%。2023届浙大城市学院怀卡托

大学联合学院毕业生双学位率达100%，国内外大学深造率

76.9%，56%的毕业生进入2024QS世界排名前30大学。

五、办学支撑条件

截至2023年9月，校园占地面积685000平方米，已建成

校舍建筑总面积511067平方米，图书158.80万册，固定资产

总值238479.58万元。

表9 学校资产一览

学校资产 数量

校园占地面积（平方米） 685000
其中：绿化用地面积 2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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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场地面积 63888
图书（万册） 158.80
数字终端数 9352

其中：教师终端数 812

其中：学生终端数 6708

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238479.58
其中：教学科研实习仪器设备资产值 52849

注：本表为2023年9月统计数据。

表10 校舍建筑面积一览

校舍类型 建筑面积（平方米）

校舍建筑总面积 511067
（一）教学及辅助用房 245056.17

其中：教室 84547.29
实验实习用房 116557.02
专职科研机构办公及研究用房 5469.29

图书馆 19137.87
室内体育用房 12652.55
师生活动用房 5839.09
会堂 0
继续教育用房 853.06

（二）行政办公用房 32770.53
（三）生活用房 215127.3

其中：学生宿舍（公寓） 162003.06
食堂 12722.36
单身教师宿舍（公寓） 10579
后勤及辅助用房 29822.88

（四）其他用房 18113

注：本表为2023年9月统计数据。

六、管理机构与院系设置

党政管理机构（含纪检监察和群团组织）（23个）：办

公室（法律事务办公室、保密办公室），组织部（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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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宣传部（教师工作部、新闻办公室），发展规划处

（政策研究室），人才人事处（人才工作办公室），学生工

作部（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办公室），教务处（招生办公

室），研究生处（研究生工作部），学科建设处，科研处，

地方合作处（继续教育管理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计划财务处（采购管理办公室、国有资产

管理办公室），审计处（巡察工作办公室），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处，总务处，基本建设处，安全保卫部（保卫处、人民

武装部），纪检监察室，机关党委，工会（退休工作处），

团委，妇联。

教学辅助机构（7个）：图书馆（档案馆、学术期刊社），

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教师发展

中心) ，发展联络办公室（校友会秘书处、教育基金会秘书

处），教育发展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采购中心。

教学机构（18个）：计算机与计算科学学院，信息与电

气工程学院，工程学院，国土空间规划学院，医学院，外国

语学院，商学院，国际文化旅游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人

文学院，法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大

城市学院怀卡托大学联合学院，创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体育美育教学部，理学基础教育中心。

省级科研平台（13个）：

浙江省省级重点实验室（2个）：浙江省城市盾构隧道

安全建造与智能养护重点实验室，浙江省神经损伤修复新靶

点及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16

省工程中心（6个）：智能植物工厂浙江省工程研究中

心，城市安全治理实时数智化技术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边

缘智能技术与装备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城市基础设施智能

化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材料成型集成技术与智造装备浙江

省工程研究中心，公共建筑数字化碳中和技术浙江省工程研

究中心；

浙江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个）：智能物联网技术与

系统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培育研究基地（1个）：浙江

历史研究中心；

其他人文社科研究基地（3个）：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宗

教学研究基地，浙江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基地，浙江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基地。

备注：此公报数据统计时点为2023年12月，统计时段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如有特殊统计时点或时

段，见文中相应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