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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邮电大学 2022 年研究生创新基金

项目申报指南
一、工科类别指南

1.通信与网络技术类

包括但不限于基于各种通信及网络技术研究开发的创新创意通

信网络应用模块或系统，如网络安全、无线通信、光纤通信、互联网、

物联网、空间信息网、水下通信网络、工业控制网络、边缘计算等通

信或网络设备、系统或软件，通信系统安全等，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1.1 5G/6G 关键技术

1.2 SDN 以及新型网络关键技术

1.3 移动与无线定位技术

1.4 量子通信、量子信息理论与方法

1.5 光通信关键技术

1.6 卫星通信关键技术

1.7 通信系统安全

1.8 物联网应用以及相关技术

1.9 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

1.10 短波通信关键技术

1.11 移动边缘计算

1.12 空天地一体化通信关键技术

1.13 信息安全关键技术

1.14 5G 智能终端开发与测试关键技术

2.电路与嵌入式系统类

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某一功能应用所开展的具有较强创新创意的

电子电路软硬件设计、终端设备或嵌入式系统实现等，如基于 FPGA、

DSP、MCU、嵌入式系统等开发的软硬件系统、智能硬件、新型射频天

线、并行处理系统、仪器仪表等，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2.1 数字模拟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与实现

2.2 高效能系统芯片的片上互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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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型光电功能材料技术及应用

2.4 电波传播理论与技术

2.5 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研究

2.6 嵌入式系统以及应用

2.7 微波天线设计与实现

2.8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

2.9 可重构计算技术

2.10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2.11 高速时钟数据恢复电路的设计与研究

2.12 FPGA 系统及应用

3.信号处理、信息感知系统与应用类

包括但不限于光电感知、传感器、微纳传感器与微机电系统、空

间探测等传感与信息获取类软硬件系统，如工业传感、生物传感、生

态环境传感、光电探测、遥感探测、定位导航等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3.1 光电传感与检测关键技术

3.2 光器件以及光信息处理技术

3.3 多源异构数据表示与管理

3.4 导航与定位关键技术

3.5 遥感遥测关键技术

3.6 微纳传感器及微机电系统

3.7 智能仪器仪表设计与研究

3.8 传感器信息融合方法研究与应用

3.9 智能感知与仿生感知技术

3.10 雷达信号处理关键技术

3.11 高灵敏度光谱传感技术

3.12 图像处理算法及关键技术

3.13 信息光电子器件与集成

4.机电控制与智能制造类

包括但不限于实现自动控制与自主运行的创新创意软硬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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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气自动化系统等，如 3D打印、机器人，飞行器，智能车，工业

自动化，电气自动化传感器、设备或系统，电能变换技术、电力电子

与电力传动、电机控制技术、先进智能控制等；

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4.1 鲁棒、自适应、抗干扰及容错控制理论及应用

4.2 智能控制、智能结构控制理论及应用

4.3 光伏并网发电系统技术研究

4.4 灰色理论及预测应用研究

4.5 智能光学测试系统研究

4.6 电力电子以及相关技术

4.7 3D 打印以及相关技术

4.8 多智能体系统的协同控制、任务规划和自主操作研究

4.9 多智能体集群技术研究

4.10 SLAM 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4.11 机器人智能系统相关技术研究

4.12 工业流程模拟与先进智能控制技术

5.人工智能类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语言处理、机器视觉、深度学习、机器学习、

大数据处理、群体智能、决策管理等技术的软硬件系统或智能应用，

如：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能医疗、智能安防、智能

制造、自动驾驶、智能家居、智能玩具等。

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5.1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像处理相关技术

5.2 并行算法的优化与并行编程技术

5.3 模式识别与深度学习

5.4 虚拟现实技术

5.5 自动驾驶相关技术

5.6 智慧城市相关技术

5.7 智能家居相关技术

5.8 智慧教育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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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智能医疗相关技术

5.10 智能安防相关技术

5.11 智能制造相关技术

5.12 新型智能计算理论与方法

5.13 群体智能优化算法及应用

5.14 计算生物信息学相关技术

5.15 自然语言处理相关技术

5.16 人工智能系统测试及鲁棒性技术

5.17 模型压缩相关技术

5.18 目标检测与跟踪技术

5.19 基于人工智能的通信系统相关技术

5.20 智能交通相关技术

5.21 智能物流相关技术

5.22 基于人工智能的药物副作用检测技术

5.23 基于人工智能的药物交互作用检测技术

5.24 基于人工智能的区域经济潜在的关联关系挖掘技术

5.25 基于人工智能的数字孪生建模与优化技术

6.网络空间安全

包括但不限于密码学基础理论、国密算法、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

系统与软件安全、隐私计算、区块链安全及应用、人工智能安全、云

计算安全、恶意代码检测等。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6.1 密码理论及应用

6.2 区块链技术及应用

6.3 隐私计算技术及应用

6.4 车联网安全

6.5 多媒体数据保护技术

6.6 网络攻击与防御技术

6.7 恶意代码检测技术

6.8 云计算安全

6.9 系统安全和软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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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人工智能安全

6.11 轻量级密码技术及应用

6.12 国密算法及应用

6.13 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安全技术

6.14 5G 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

6.15 室内安全定位技术

6.16 其他安全领域的重要技术

7、交通运输

支持通过对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信息化与智能交通、低碳

交通与绿色邮政、物流工程、交通运输安全环境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实现交通运输系统资源的优化配置，协调交通供需关系，构建安全、

高效、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交通运输系统。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7.1 交通运输组织与政策研究

7.2 车辆主动安全技术

7.3 交通系统风险评估与分析

7.4 交通运输安全与环境

7.5 智慧交通管理系统及关键技术

7.6 交通运输大数据统计与分析

7.7 交通信息技术与管理

7.8 智能运输系统及技术应用

7.9 车辆路径优化方法

7.10 绿色交通理论与政策

7.11 交通运输决策方法

7.12 快递网络规划与管理

7.13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7.14 交通运输应急与救援

8.其它类

包括但不限于基于新材料、新器件、新工艺、新设计等构建的新

型电子信息类软硬件系统，大数据分析、边缘计算、软件测试等技术

的研究及应用，如：面向生命健康、艺术创造、环境生态、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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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新型传感器、大数据理论研究、边缘计算应用等。

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8.1 大数据理论、分析与应用关键技术

8.2 边缘计算架构、理论与关键技术

8.3 软件质量保证与软件测试关键技术

8.4 微纳光子结构设计及研究

二、经管类别指南

1.管理科学与工程

鼓励在系统科学理论，管理决策，项目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技术创新与邮政管理、智能制造

与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的研究。重点支持数据分析与处理、数据挖掘、

智能决策、商务智能、运筹规划、邮政网络最优化、生产过程管理优

化、生产过程数据智能分析与智能决策等方向的理论研究。资助领域

主要包括：

1.1 系统科学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应用

1.2 面向应用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构建

1.3 智慧邮政装备与信息化管理

1.4 大数据环境下电子商务物流体系发展

1.5 面向领域问题的数据挖掘方法

1.6 邮政业高质量发展问题

1.7 大数据视角下企业管理创新

1.8 基于信息技术的物流交通管理决策

1.9 绿色物流与供应链

1.10 知识管理与服务平台体系研究

1.11 智能制造管理系统及关键技术

1.12 物流设施规划与设计

1.13 邮政快递网络布局与优化

1.14 车辆路径优化方法

1.15 创新创业企业成长理论与方法

1.16 邮政快递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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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元宇宙背景下的管理问题研究

1.18 元宇宙的数实融合模式研究

2.应用经济学

鼓励在产业经济，金融学，区域经济学和数字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重点支持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组织和竞争、反垄断与规制，

双边市场理论，共享经济的发展与监管，精准扶贫理论与实践；微观

金融数据挖掘和公司金融方向经典问题，货币理论与政策最新进展、

金融科技与金融监管，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虚拟货币及其监管；

区域经济一体化，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发展，生态经济带建设发展等

方向的理论研究。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2.1 双边市场理论、网络化效应与互联网平台定价机制及发展策

略研究

2.2 共享经济的发展与监管问题研究

2.3 创新驱动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2.4 精准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

2.5 逆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研究

2.6 微观金融数据挖掘和公司金融方向经典问题研究

2.7 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虚拟货币及其监管研究

2.8 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与风险防范研究

2.9 新时代背景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建设与金融监管

创新研究

2.10 关中-天水经济区一体化、关中平原城市群、西咸新区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黄生态经济带建设、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发展研

究

2.11 以“数字经济”为内核的现代经济体系研究

2.12 数字生态与数据融合相关研究

2.13 基于区域经济大数据的经济增长因子分析技术研究

2.14 人工智能在经济大数据中的应用研究

2.15 数字经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

2.16 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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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高质量发展及其评价体系研究

2.18 乡村振兴路径与对策研究

2.19 城乡数字鸿沟问题研究

2.20 元宇宙产业生态研究

3.工商管理

鼓励在企业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探究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企业

家精神和企业文化创新，企业创新驱动模式，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新

时代会计理论实务创新，人工智能下财务转型等方面进行研究。重点

支持新时代会计转型，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区块链技术在会计领域的

创新应用，区块链背景下企业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研究，人工智能

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研究，企业创新驱动模式和激励机制研究，区

块链背景下企业营销管理创新研究，大数据平台下消费者行为分析等

方面的理论或实践研究。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3.1 区块链技术相关技术研究

3.2 基于人工智能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创新研究

3.3 新时代会计理论与实务创新、转型研究

3.4 企业创新驱动模式与激励机制研究

3.5 企业文化创新对企业管理创新影响研究

3.6 新时代审计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

3.7 大数据时代政府服务效能建设、消费者行为分析研究

3.8 数据资产价值评估研究

3.9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激发与保持机制研究

3.10 股权投融资与企业并购重组

3.11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3.12 互联网企业价值评估研究

3.13 管理会计的创新与发展研究

3.14 基于文本和大数据分析方法下的会计、财务与审计研究

3.15 基于新型经济模式的会计、财务与审计研究（如互联网经

济、财务共享、智能会计、区块链等）

3.16 审计、政府会计的创新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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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会计准则与财务相关问题的应用与发展

3.18 会计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研究

3.19 会计与公司治理的完善与发展研究

3.20 数据赋能企业价值创造路径研究

3.21 业财融合与会计思维变革

3.22 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建设研究

3.23“双谈”目标下的会计创新和发展研究

3.24 财务管理创新和发展研究

3.25 ESG 促进企业绩效的机制研究

4.工程管理（物流工程与管理）

发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等科研优势，

开展邮政物流大数据分析及网络优化，新型物流/邮政配送模式和技

术，“空中邮路”关键技术以及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区块链在物

流邮政过程中应用关键技术的创新研究。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4.1 物流路径优化

4.2 智慧邮政技术与管理

4.3 物流信息化技术与创新管理

4.4 一带一路交通物流问题研究

4.5 供应链运营与管理研究

4.6 邮政业高质量发展问题

4.7 物流、供应链系统的可靠性分析

4.8 物流快递网络规划与管理

4.9 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

4.10 物流系统设计与网路规划

4.11 物流与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4.12 物流服务质量与评价

4.13 物流园区规划与设计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项

包括但不限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新时代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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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新时代人工智能和高校思政教育研究等。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项目

1.1 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发展研究

1.2 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的历史哲学意蕴探究

1.3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关联性研究

1.4 马克思哲学视域下人工智能问题与研究

1.5 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字帝国主义批判研究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项目

2.1 三个历史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关系研究

2.2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

2.3习近平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重要论述及其原创性贡献研究

2.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

2.5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及传播策略研究

3.思想政治教育项目

3.1“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社会实践机制研究

3.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研究

3.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研究

3.4.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长效化制度机制研究

3.5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价值观的形成机制与培育路径研究

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项目

4.1 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研究

4.2 中国邮电事业红色基因的历史演进与传承弘扬研究

4.3 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实践与经验研究

4.4 中国共产党党内读书制度研究

4.5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研究

四、人文类别指南

鼓励围绕信息科技翻译实践与理论、信息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治理问题等方向的研究。资助领域主要包括：

1.信息科技翻译的相关理论与实务研究

2.陕西古代科技翻译研究（具体某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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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陕西古代青铜器翻译实践研究

4.陕西传统文化翻译实践研究

5.国际传播视野中的陕西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

6.传播学视野中的译者与读者关系研究

7.关于翻译技术(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在翻译实践的应用

与质量评估的研究

8.关于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的研究

9.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发展研究

10.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

11.新时代陕西省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12.“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翻译问题研究

13.数字政府建设实践探索

14.地方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15.我国数字经济与政府监管研究

16.基层数字治理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17.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18.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

19.陕西省数字治理实践研究

20.网络扶贫与数字鸿沟问题研究

21.陕西省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22.翻译史研究

23.翻译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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