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以下简称“数模竞赛”）是 

“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的主题赛事之一。 

第二条  数模竞赛旨在通过竞赛方式培养研究生创新意识、激励

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广大研究生探索实际

问题、开展学术交流、培养团队意识提供有效平台，进一步推动研究

生培养机制改革和“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实施。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数模竞赛设立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组委

会由主任委员单位、副主任委员单位、执行主任委员单位以及委员单

位组成。 

组委会下设秘书处，由副主任委员单位负责秘书处日常工作。 

第四条  组委会职责如下： 

（一）审议、修改竞赛章程、实施办法和评审规则； 

（二）组织专家委员会； 

（三）审议并确定数模竞赛承办单位及每届赛事工作方案； 

（四）审议通过最终获奖名单； 

（五）审议秘书处提交的财务报告； 

（六）协商议决数模竞赛的冠名、赞助、支持单位等相关问题； 

（七）协商议决组织工作中的其他重大问题。 



第五条  专家委员会的职责： 

（一）制定命题原则，征集并拟定赛题； 

（二）制定评审规则； 

（三）审看参赛作品，向组委会提交参赛作品获奖名单； 

（四）受组委会委托终审有关评审结果相关异议。 

第三章  竞赛内容 

第六条  数模竞赛每年举办一届，决赛一般在每年 9月份。 

第七条  数模竞赛题目一般来源于工程技术与管理科学等方面

的实际问题并经过适当简化加工，不要求参赛者预先掌握深入的专门

知识。 

第八条  数模竞赛命题面向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广泛征集后由专

家委员会讨论拟定。 

第九条  参赛者提交的作品应为一篇包括模型假设、模型建立、

模型求解、模型改进以及结果分析与检验等方面的论文。作品评审以

假设、模型、结果的合理性和创造性与文字表述的规范性为主要标准。 

第四章  参赛方式与竞赛纪律 

第十条  参赛选手为在读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及已获研究

生入学资格的本科应届毕业生。 

第十一条  各培养单位在校研究生以队为单位参赛，每队 3 人，

专业不限。各培养单位负责审核、确认参赛选手学籍。 

各培养单位可设一名指导教师(或教师组)，从事赛前辅导和参赛

组织工作，数模竞赛采取通讯竞赛方式，各培养单位以相对集中的形



式进行参赛。 

第十二条  数模竞赛期间鼓励参赛队员使用各种图书资料、计算

机和软件，鼓励利用互联网。 

第十三条  数模竞赛期间，各参赛队在指定的网址下载赛题，并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卷，并准时按指定方式交卷。 

第十四条  数模竞赛参赛纪律说明如下： 

（一）指导教师竞赛期间必须回避参赛选手，不得进行指导或参

与讨论。 

（二）参赛队竞赛期间不得与队外任何人交流（包括网上）讨论。 

（三）参赛单位应责成有关职能部门负责竞赛的组织和纪律监督

工作，保证本校竞赛的规范、真实与公正。 

（四）对违反竞赛纪律的参赛队，一经发现，组委会将取消其参

赛资格并进行通报，评奖成绩及结果无效。为防止出现类似现象，建

议所在院校对相关人员予以批评教育。 

第五章 奖项设置和奖励办法 

第十五条   数模竞赛设等级奖、成功参赛奖、优秀组织奖及突

出贡献奖。 

第十六条   获得等级奖、成功参赛奖、优秀组织奖及突出贡献

奖的单位及个人均颁发相应荣誉证书（或证明）。 

第六章 公示制度 

第十七条   评奖结束后在指定网站上公示拟获奖名单，公示期

为一周，公示期结束时正式公布获奖名单。 



公示期间，接受各校师生的举报与申诉。举报与申诉必须以书面

形式提出，个人提出的申诉与举报应写明本人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并签名以示负责。单位提出的举报与申诉应写明联系人的

姓名、通讯地址、电话，并加盖公章。查明情况后，专家委员会做出

仲裁并负责予以回复。 

第七章 经费及管理 

第十八条   参赛队向组委会交纳报名费，每队叁百元。 

第十九条   数模竞赛常规经费由报名费、承办单位资助经费组

成，必要时可以接受社会各界赞助。 

第二十条   数模竞赛经费主要用于竞赛的组织、管理、评审及

奖励工作。经费由秘书处所在单位及承办单位代管，接受所在单位审

计。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自 2013年 4月开始执行，解释权和修改权

归组委会。 

 

 

 

 

 

 



 

主任委员单位：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副主任委员单位：东南大学 

执行主任委员单位： 当届承办单位 

委员单位：（以单位代码为序）        

清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天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吉林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河海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南昌大学 

中南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解放军理工大学 

 四川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