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诚邀海内外学者申报科研博士后

一、学院简介

重庆大学是中央直管、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 学

校创办于 1929 年，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和国家"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 类)"。学校学科门类齐全，涵盖学校学科

门类齐全，涵盖理、工、经、管、法、文、史、哲、医、教育、

艺术、交叉学科 12 个学科门类。

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前身是创立于 1981 年 2

月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管理工程系，是我国最早创办工程

管理类专业的院系之一。1994 年更名为重庆建筑大学管理工程

学院。2019 年，学院独立承担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建设

任务，随之更名为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学院拥有

重庆大学建设经济与管理中心（省级）、重庆大学城乡建设与

发展研究院（省级、智库）、重庆大学可持续建设国际研究中

心等研究机构。学院在工程与项目管理、城市与房地产、能源

资源优化与管理、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信息管理与智能建

造、管理科学与系统工程等六个方面开展研究。近十年来，学

院承担国家级重大、重点及一般项目 80 余项、省部级项目 180

余项、企业合作科研课题 500 余项，参与了大量的重大工程项



目技术攻关及工程咨询服务；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了 70 余项

咨政服务，参与编制数十项“十四五”规划文件。 学院入选

教育部“双一流”自主建设支撑学科及重庆市重点学科，学院

教师发表文章 2000 余篇，其中 SSCI/SCI 文章 1300 余篇，高

被引论文 43篇，两名教授入选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出版专

著 20 余部、编撰教材 60部，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影

响力。

二、岗位说明

（一）定位

科研博士后是学校广纳青年博士从事专职科研工作而设立的

岗位，是学校专职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招收条件

满足国家博士后进站条件，符合学校流动站学科对博士后招聘

岗位要求。

1.年龄在 35 岁以下（含 35 岁）；

2.获得博士学位，且获学位时间一般不超过 3 年。

3.需全职在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三）聘期

采用聘用合同管理，每个聘期 2 年，期满后可续聘 1 次。

（四）职业发展



1.聘期内可参加学校专职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定，满

足相关岗位要求可申请转岗。

2.聘期结束出站可申请进入学校专职科研人员岗位。

（四）薪酬待遇

提供薪酬待遇为 25 万元/年（税前），另加单位部分的社会保

险和公积金（约 5 万元/年）。

（五）聘期任务

1.博士后以重庆大学为第一依托单位主持省部级项目 1 项（含

中国博士后基金和重庆市博士后科研项目特别资助项目）；

2.博士后为第一作者或者第一通讯作者且重庆大学为第一署

名单位发表 2 篇本学科相关的高水平论文。

三、导师信息（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姓名 导师简介 招收方向 招收名额

王林

工学学士、经济学博士、数学博士后，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三级教授、博导。美国密

歇根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访问学者。现任民

盟重庆市委员会副主委、重庆市政协常委、民盟

沙坪坝区委主委、沙坪坝区政协副主席、重庆市

文史馆综合研究院副院长。一直从事应急管理、

公共卫生、城市经济、社会治理、乡村医生等研

究，疫情期间较早提出“外防输入”、“无疫社

区建设”等，擅长长期持续性社会调查、多学科

融合研究并创新理论与方法。主持了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健全城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体

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2项、教育部规划项目

1项、博士后基金项目 1项、科技部“十一五”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农村适宜卫生技术”子课题

1项、重大咨询课题 2项、重庆市卫健委“乡村

医生稳定性研究”等项目 51 项；作为子课题负

责人，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重大项目3项。

（一）应对下一次传

染病大流行的智慧

应急治理研究。构建

全球城市应对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新知识体系，为未

来城市应对类似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提供经验与工具，也

为理论研究者积累

研究素材，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力量（二）三峡库区

危岩综合治理研究。

针对三峡库区的地

质灾害风险，提出综

合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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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超

毛超，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导。获“重庆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重庆市巴渝青年学者”“宝钢教育奖”“重庆

市巾帼建功标兵”“西部（重庆）科学城女性科

研工作者”“重庆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等称号。

担任重庆市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

员会委员、中华建设管理研究会理事、中国建筑

学会工程管理研究分会理事。获英国皇家特许建

造师（MCIOB）专业资格。主要从事智能建造与

建筑工业化、智慧城市、建筑碳排放、数字孪生

等领域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科技

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 1项、市级社科基金

和自科基金等 4项、其他省部级及校级教改项目

20余项、省部级一流课程 1项目、重点教材 1项。

发表论文 90 余篇，出版专著 3本、译著 3本、

教材 2本；专利 5项、软件著作权 5项。曾获得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3次、重庆市教学成果

奖特等奖和一等奖、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三等奖、重庆市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等。

（一）智能建造与人

机协同（装配式、

MIC、建筑机器人）

（二）智慧城市建设

与数智治理（基础设

施智能决策、碳治

理）

（三）工程知识建模

与人工智能（知识图

谱、工程大数据）

（四）数字孪生与建

筑信息技术

（BIM/VR/IoT/CPS

等)

1-2

叶贵

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现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工程建设管理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建设管理研究会（香港）副

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研究分会青委会副

主任委员、重庆大学可持续建设国际研究中心副

主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多个。在国内国际期刊上发表

100 多篇论文，担任《建设管理研究》主编、《项

目管理技术》副主任、多个 SCI/SSCI 期刊审稿

专家。

自科方向：神经工程

管理；基于多模态的

建设行为认知建模；

建筑安全；工程管理

理论。社科方向：基

于计算社会的安全

与发展；“以人为本”

建造；工程哲学与工

程伦理的 AI冲击与

演进趋势

2-3

叶堃晖

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院长、教授、博

导。长期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工程招投

标、环境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领域的教研工作。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子课题 1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

庆市社科重大、重点、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

等省部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其他纵向项目、咨

询项目 20余项。出版《低碳建造—从施工现场

到产业生态》《市场竞争视角下的可持续建设理

论》《建筑业企业竞争力》3部专著、教材 1部，

累计发表论文 130 余篇（SCI/CSSCI 等检索 80 余

篇）。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重庆市教学成

果奖特等奖，重庆市发展研究奖、社会科学优秀

工程可持续建设与

管理，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与环境治理，可

持续建设与社会责

任，国际工程项目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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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奖等。

向鹏成

现任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副院长、教

授。主要从事工程与项目管理、安全风险与应急

管理、区域发展与城市治理、物流与交通运输管

理、工业工程与供应链管理、房地产经济与住房

政策等的领域的研究。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四川省哲社重大

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重庆市自

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十余项；主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技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专项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十

余项。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重要学

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专著 5部。

主持教育部学位中心、重庆市教委等国家和省部

级教改课题 10 余项；先后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重庆市教学成果特等奖；获教育部学位中

心优秀案例教师、重庆市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名

师、重庆市一流课程负责人、重庆市研究生导师

团队负责人；指导研究生多次获得重庆大学、重

庆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工程与项目管理、安

全风险与应急管理、

区域发展与城市治

理、物流与交通运输

管理

2

周滔

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教授、博导，重

庆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团队带头

人，兼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城市可持续建设与管

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房

地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地理学会副理事长

等，主持国家社会基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省部级项目 11 项，

目前在研国家级项目 2项，省部级重点项目 2项，

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主要研究方向

是城乡空间治理、区域经济与城乡融合等。

1.经济地理与区域

经济

2.土地资源管理

1

洪竞科

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导，连续 3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倍引学者

（2021-2023）与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2018 年

入选重庆市青年拔尖人才。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指南编制组专家、科技部碳中和技术路线发展图

编制组专家，兼任《工程管理学报》专栏副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气候韧性与可持续发展。主

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面上、青年项目、

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咨询课题

和教改课题 10 余项。以第一/通讯作者身份在

Nature 旗下人文社科类子刊《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ABS4 星期

刊《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arth

城市气候灾害应急

管理方向，具有良好

的数理基础和系统

分析思维，熟练掌握

1-2门通用计算机程

序语言（如 R，

Matlab，Python 等），

尤其是具有计量模

型、综合评估模型以

及一般均衡模型应

用经历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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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以及《管理评论》《财经研究》《资源

科学》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专

著 1部。获得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国家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重庆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香港绿色建筑议会香港环保建筑大奖，授权发明

专利 4项、软件著作权 5项、实用新型专利 5项。

蔡伟光

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教授，重庆英才

青年拔尖人才，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能耗与碳排放

数据专委会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科技委委员。

主要从事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数据分析、系统建模

与政策研究，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tific Data，iScience 等期刊发表 SCI 论

文 100 余篇。主持国务院研究室、科技部、国家

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 30余项。牵头构建中国建

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数据库，自 2016 年起每年

发布《中国建筑能耗与碳排研究报告》，相关研

究成果被国办、新华社内参等采用或引用，多次

获得正国级领导批示。参编《零碳建筑技术标准》

《城乡建筑领域碳排计量标准》等国家标准，主

编《建筑施工企业碳排放统计与核算标准》等多

项行业团体标准。曾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川渝科技学

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1. 能源与环境系统

工程

2. 温室气体减排协

同效益评估

3. 建筑节能与绿色

建筑

2

李凯健

重庆大学博士，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后，现任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副教

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城市科学学会城市更

新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涉及项目驱动型组

织的创新管理、建成环境数字化治理等。获批国

自科项目 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1项，中国

博士后基金一等资助 1项、澳-中联合自然科学

基金 1项、重庆市自科项目 1项等科研项目，以

主要作者在Cities,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及《管理评论》等国内外学术刊

物发表 SCI/SSCI/自然科学基金委 A类期刊论文

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部，获批专利 4项，获

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奖励。

依托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工程

项目驱动型创新网

络中技术会聚形成

机理与成效提升研

究》，招收在以下方

面有相关经验的科

研博士后：1.创新管

理与专利分析；

2.知识图谱与大语

言模型；

3.平台前后端开发；

4.计算机视觉分析。

1

顾渐萍

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随后于

日本东京大学前沿科学大学院城市解析实验室，

获取区域/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学

位。 现任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副教

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土地经济学会理事等

多个学会要职。围绕区域发展与城镇化管理为中

区域与城市经济发

展与治理，区域创新
1



心开展研究，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

项，其中包括主持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青年与面

上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重庆市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等。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以第一/

通讯作者身份在城市领域权威期刊《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Cities》、《Habitat

International》、《Land Use Policy》等国际

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多次被不同国

际大会、高校、研究所邀请做学术报告和讲座，

并担任分会场主席和点评专家。

四、联系我们

感兴趣的申请者请将应聘材料发至 msre_recruit@cqu.edu.c

n，邮件主题请注明“申报 xx 导师科研博士后岗位”。简历应

包括个人基本信息、联系方式、学习和工作经历、主要学术成

就（论文、项目、专利和奖励情况等）。收到申请后，我们将

尽快回复，达成申请意向后，学院将安排专人协助申报。

联系人：

曹老师：caowenxin@cqu.edu.cn

联系电话：17310740249 023-65120842

mailto:17310740249（微信同号）caowenxin@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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