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

2020 年度总结报告 
      

Huina Mu 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 



 
1 

 

 

2020 年 12 月 21 日，北京大学统计咨询中心成立，部分嘉宾合影留念 

 

 

目   录 

 

一、 综述   ···································3 

二、 中心要闻 ··································4 

三、 人员组成 ··································8 

四、 科研项目 · ································20 

五、 博士生去向  ································26 

六、 交流访问  ·································27 

七、 论文发表  ·································28 

八、 学术讲座  ·································33 

九、 委员会  ··································36 

  



 
2 

 
 前言 

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 2010 年 7 月。中心依托北京大学

深厚的学术底蕴和多学科的优势，是一个跨理学部、经济管理学部、医学部的学科建设平台

与交叉科研机构，2019 年 10 月完成行政团队换届。 

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整合全校力量加强统计学科建设，建立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统计学与

数据科学的研究教学团队，促进统计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合作并加强统计学在各学科中的应

用，推动和提高各学科的实证与统计分析水平，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的统计方法。 

中心目前设立国际顾问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国际顾问委员会负责提出有

关中心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建议，评估中心的工作和成果；科学委员会在人才引进和学术研究

等方面给予意见和建议；指导委员会在学校层面指导中心的管理运行工作。 

中心的成立已在北京大学形成一个吸引海内外优秀统计人才的基地。统计科学中心将继

续营造一个开放式、国际化的学术环境，广泛联系全球各地的统计学者，推动北大统计学“双

一流学科”建设，希望在 2030 年北大统计学进入世界前列，亚洲领先。 

 

著名统计学家 Peter G. Hall 教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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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综述 

2020 年统计科学中心在统计学研究、博士生培养、利用专业优势抗击新冠肺炎、师德

师风建设以及推动统计学发展等方面开展工作。 

在学科发展方面，2017 年北大统计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并连年在教育部学科

评估中获评 A+，2020 年依然保持 A+的好成绩；2020 年 10 月 15 日，由软科发布的“2020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北京大学统计学科位列第一名，这是本学科第三年连续保持第一。

北京大学统计学科排名的上升，为统计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与此同时，

北大统计科学中心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在教研团队方面，为建设一支专业结构合理、学术素养良好、适应能力强的统计学教师

队伍，中心积极引进优秀人才。2020 年，周扬加入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姚方教授。

周扬博士后已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前）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8 批面

上资助。目前，中心现有教研人员 33 人，博士后 1 人，包括从北美全职引进的 3 位国家高

层次专家和 8 名青年教师，业已形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教研团队。 

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中心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受

到严重影响。中心克服困难，在严格执行各级防疫政策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同国内外学者的

学术交流活动，共举办学术报告 14 场，其中一半是采用线上会议形式；共接待海内外访问

学者 10 余人次，参与学术报告、短期课程以及合作项目等各类学术活动。2020 年中心共邀

请到来自哈佛大学 Xiao Wu 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史建清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学钦教

授、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张新雨研究员、武汉大学刘岩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陈昕韫

教授、复旦大学林伟教授等开展了 12 场学术报告活动。这些报告拓宽了老师和学生的学术

视野，活跃了统计科学中心的学术氛围，促进了统计学领域的交流。 

在行政队伍建设方面，中心为加强行政工作，于 2019 年底重新组建了一支办事高效、

组织决策能力强的行政团队，由姚方教授担任新一届中心主任，组建了包含周晓华和王汉生

副主任、席瑞斌主任助理、行政秘书王彦懿和穆慧娜的管理团队。2020 年，中心全面加强日

常运营及拓展业务等事务的管理，各项工作稳中有进。近期，中心行政团队牵头组织五年一

轮的学科评估（统计学）整体工作，需要跨学部、院系协调沟通资源，中心在人员精减、资

源紧张的情况下，顺利组织并完成此项复杂度极高的工作，充分展示了中心行政团队的业务

能力。 

在科学研究方面，2020 年中心教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包含统计学及其交叉学

科顶级期刊 23 篇；在研项目 53 项，包括纵向课题 38 项，横向课题 1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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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心要闻 

1. 北大统计学科在 2020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获评第一 

2020 年中国最好学科排名-0714 统计学：1. 北京大学；2. 南开大学；3.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以 24 个中国顶尖学科（前 2%）位居榜单第一。 

 

2020 年 10 月 15 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中国基于对学科人才培养、科研项目、

成果获奖、学术论文、高端人才五个指标的综合评分，发布“2020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北大统计学科排名第一。这已是北大统计学科连续第三年保持第一名（2018-2020）。 

北大统计学科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光荣的历史底蕴，自 1940 年许宝騄先生从英国获

统计学博士学位回国，首次在我国大学开设数理统计课程开始，几十年筚路蓝缕，北京大学

为中国统计学科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0 年在数理统计研究所的基础

上成立统计科学中心，整合全校力量加强统计学科建设；2011 年设立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8 年成立跨学部的生物统计系。今天的北大统计站在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度，也必将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开创更辉煌的事业。 

 

2. 姚方教授当选数理统计学会理事会成员（IMS Council Member）  

在 2020 年数理统计学会（Institute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选举中，北京大学数学科

学学院教授、统计科学中心主任姚方当选为新一届数理统计学会理事会成员（IMS Council 

Member），任期 3 年。  

数理统计学会创立于 1935 年，与北美统计学会（American StatisticalAssociation）并列

为为国际统计学界两大著名学会。理事会成员共 15 名，每年更换其中三分之一。今年同时

当选的另外四名理事会成员为 Tony Cai、Richard Davis、 Alice Guionnet、Martin Wainwright。

北大统计科学中心陈松蹊教授也曾担任此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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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晓华教授当选数理统计学院会士（IMS Fellow） 

据数理统计学院（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MS）官网 2020 年公布的消息，北

京大学讲席教授周晓华教授当选为该学院会士(Fellow），以表彰他在诊断医学、临床试验中

的因果推断、医疗费用数据分析、以及在人才培养和学术刊物服务等方面的贡献。周晓华教

授现任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系主任、统计科学中心副主任。他在诊断医

学统计学和因果推断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是国际著名的生物统计学家。 

如前文提到，数理统计学会创立于 1935 年，与北美统计学会（ American 

StatisticalAssociation）并列为为国际统计学界两大著名学会。IMS 目前在全球约有 3500 名

会员，其中 12%经过遴选当选为该机构会士。北大统计科学中心目前拥有三名 IMS 会士，

另两位为北大讲席教授陈松蹊与姚方，他们三位也均已当选 ASA 会士。 

 

4. 2020 年统计科学中心暑期课程成功举办 

2020 年 8 月 10 日-14 日，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成功举办面向本科生的夏令营暨暑期

课程活动。本次活动开展了短课讲授、师生线上交流和课程报告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共选拔

了来自全国各院校的 25 名优秀本科生参加，来自各类院校、企业的近 200 名学生、科研人

员和业界人士同步观看了课程直播。 

8 月 10 日-14 日的暑期课程阶段开设“数据科学中的随机矩阵理论”和“理论机器学习”

两门课程，分别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丁秀才助理教授和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志华教

授、林伟长聘副教授讲授。在“数据科学中的随机矩阵理论”课程中，丁秀才老师从协方差

矩阵估计、矩阵去噪等数据科学问题中的大维矩阵及其算法出发，详细讲解了随机矩阵理论

的经典和最新结果，特别是高维情况下样本协方差矩阵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性质。在“理论

机器学习”课程中，张志华老师介绍了集中不等式、贝叶斯分类器等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和

理论工具，林伟老师介绍了偏差—方差权衡、Lasso 方法、图模型和过参数化模型等基本原

理和方法，详细讲解了机器学习领域的经典结果和最新研究进展。 

8 月 14 日下午短课结束后，参加暑期学校活动的同学与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的老师

开展线上交流。交流活动在统计中心主任姚方教授的主持下开始，统计中心艾明要、张志华、

席瑞斌、林伟等老师参与了线上交流。师生之间就课程内容、学科发展、本科生科研、人才

培养等话题问答互动，气氛热烈。 

 

5. “全国统计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成功举办 

在 2020 年 8 月中旬的暑期课程中，中心邀请了 25 名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统计学及相关

专业的优秀大学生参加课程学习，并与中心教师做了深度交流，为夏令营的举办做了非常重

要的铺垫工作。 

8 月 24 日上午，参与暑期课程的 25 名本科学员分组进行线上课程报告展示。经评议，

所有小组均考核通过，并给表现优异的学员颁发“最佳报告奖”、“优秀报告奖”。 

本次夏令营和暑期课程活动帮助一大批统计学相关专业的优秀本科生梳理了数据科学

和机器学习领域的基础知识，引导他们接触和了解学术前沿问题，提高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科

学品味。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暑期活动加深了对现代统计学科发展的认识，极大激发

了参与学术研究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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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一时间研究新冠传播规律，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中心第一时间积极组织力量，充分发挥中国学者的担当与使命感，利用学科优势对新冠

病毒的传染、防控等方面展开分析，取得一系列成果，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做出贡献。 

周晓华团队快速组织概率、统计、公共卫生的科研力量，充分发挥中心的交叉科研优势，

针对新冠病毒的传播特征以及发展规律、重点感染区域的感染人数、中国及海外疫情发展和

控制时间等关键问题进行研究。在武汉封城次日，即根据交通大数据给出武汉病例数的估计，

并随即发表在《China CDC Weekly》。团队获得多项基金资助用于新冠病毒的研究，包括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新冠应急专项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等。团队估计了新型冠状病毒

的潜伏期、武汉病例最早出现时间、发病趋势等，在《Science Advances》等期刊发表 10 余

篇相关论文，为新冠病毒流行病学调查、疫情监测等做出重要贡献。陈松蹊团队基于新开发

的 vSEIdR 统计模型，发表于《National Science Review》的研究对较早爆发疫情的 25 个国

家防治新冠病毒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快速应对和高强度政策对控制疫情的作用，对

于防控可能发生的疫情反弹有重要借鉴意义。 

 

7. 成立统计咨询中心，为更好服务校内外科研工作做出贡献 

为更好地对北大各院系、政府部门与工业界提供数据分析和咨询服务，推动北大统计学

科的整体建设及影响力，提升统计学在科研探索、政府决策、商业服务的实际应用，在数学

科学学院的大力支持下，2020 年 12 月正式成立统计咨询中心。统计咨询中心将依托北大统

计学科在概率统计、商务统计、精算和金融、生物统计、计算机与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雄厚基

础，统筹协调各项相关事宜。由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理事长房祥忠担任统计咨询中心主任。 

统计咨询中心将努力探索优化服务方式，凝练并解决校内兄弟院系、校外企事业单位提

出的重要统计问题。咨询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统计咨询模式创新，促进产学研一体化，

为北大校内院系、政府部门与工业界等单位提供高质量的统计咨询服务。 

 

8. 统计科学中心科研工作进展 

统计科学中心成员近年来在统计研究和统计应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领先的

成果和奖项。2020 年，中心教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包含统计学及其交叉学科顶级

期刊 23 篇。 

（1）函数型数据分析方面 

姚方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复杂结构函数型数据分析领域深入研究了流形上的数据分

析，发表于 2020 年《Biometrika》的成果提出了对带有误差项的函数型自变量的非参回归模

型进行流形估计的思想；相关模型与方法的实际应用广泛，例如用于分光光度法研究肉块的

脂肪含量问题、在胼胝体多发性硬化患者中的认知功能与大脑微结构的关系等。 

（2）超高维数据方面 

陈松蹊教授带领的环境统计科研团队发布了《空气质量评估报告(七)》，本报告的空气

质量数据相比第六份报告新增 23 个城市，达到 68 个城市；报告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并同样剔除了气象因素对数据形成的干扰，呈现出更清晰、立体的区域空气质量演变过

程。 

（3）生物统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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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华教授团队估计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武汉病例最早出现时间、发病趋势等，

其发表于《Biometrics》的成果，基给出了潜伏期分布的估计，然后基于潜伏期分布和序列

间隔，给出了再生时间分布的一个估计；相关成果对新冠病毒流行病学调查、疫情监测等抗

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4）网络数据研究方面 

王汉生教授带领的商务统计团队，在 2020 年对带有网络结构的数据做了持续的研究，

尤其在带有网络结构超高维数据的变量筛选问题、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快速估计计算方法、带

有网络结构的时间序列模型以及网络结构数据本身的产生机制建模等方向上取得了较好的

成果。 

 

9. 统计科学中心教师课程教学创新成效显著 

在疫情常态化的特殊国情下，中心教师创新课程教学方法，开设多门网络公开课和讨论

班。开设网络公开课如《统计机器学习》、《机器学习导论》、《深度学习：算法与应用》、

《生物统计》等，受众覆盖多所高校学生及企事业单位人员等，访问量达 100 万次，获得广

泛好评。中心教师还在线上开设统计案例实务课程和智能大数据统计讨论班，面向社会开放，

播放量累计达万余次。 

 

10. 统计科学中心师德师风建设成果丰硕 

北大统计学人坚持“以德为先”，重教研、德先行，全面落实学校师德师风评估要求。

中心教师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

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完善制度建设与日常教育督导相结合，打

造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在2020年，中心教师争先创优，在师德师风建设中取得丰硕成果。周晓华获2020年“北

京大学抗击新冠疫情标兵”。林伟获“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刘勇当选北京大学教师代

表大会代表。张原获“北京大学优秀班主任”、“北京大学最受学生欢迎奖”、“北京大学

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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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员组成 

1. 人才引进 

 

张成于 2008 年在北京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并于 2011 年在北京大学获得计算数学硕士

学位。此后，其就读于加利福利亚大学尔湾分校继续学习计算数学，于 2017 年获得哲学博士。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张成在美国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于 2019

年 8 月全职加入北京大学，任职助理教授。 

 

研究介绍: 

主要集中在大数据贝叶斯推断方法 (如 scalable MCMC, VI 等) 以及现代统计计算方法在

计算生物学中的应用 (如分子进化模型等)。针对大数据提出的替换函数加速算法可以在保持

MCMC 抽样效率的同时降低运算量，同时也为结合贝叶斯推断中的两个核心算法 (MCMC 和 

VI) 提供了一种可能。在进化推断这一现代计算生物学的重要领域中，提出了可用于进化树拓扑

空间上的一类高效可泛化的概率图模型: subsplit Bayesian network。在此基础上，首次将 VI 这一

强大工具引进到贝叶斯进化推断领域，并在一些基准数据集上取得超过此领域当前主流 MCMC

方法的表现。相关研究发表在 Statistics and Computing, Bayesian Analysis 等统计计算顶级杂志

上，以及 NeurIPS, ICML, ICLR 等机器学习顶级会议中。E.g.: 

  

张成助理教授：1987 年生。2017 年于

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尔湾分校获得博士

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助理

教授（研究员学术头衔）, 2019 年 8 月

入职，统计科学中心与数学科学学院合

聘。 

研究方向：主要涵盖统计学习、贝叶斯

推断、计算生物学及其交叉学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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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原于 2010 年在北京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2010-2015 年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并于 2015

年 5 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期间于 2014-2015 年获得美国 SAMSI（the Statistic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al Institute）研究院 Grad. Research Fellow。在 2015-2016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UCLA）担任附属助理教授（Assistant Adjunct Professor），2016-2018 年在美国德州农机（工）

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任访问助理教授（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 

 

研究介绍： 

    集中于互相作用无穷粒子系统及其在生态学与社会科学的应用、基于随机游动的扩散极限

聚集模型（Diffusion Limited Aggregation）以及随机编织（Random Interlacement）等方面的研究。

相关研究成果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The Annals of Applied Probabil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Probability、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of Probability、Latin American Journal 

of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等杂志发表。 

  

张原助理教授：1988 年生。2015 年于

美国杜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北

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助理教授（研究

员学术头衔），2018 年 7 月入职，统

计科学中心与数学科学学院合聘。 

研究方向：主要涵盖随机游动、调和

测度及其相关随机增长模型、随机相

互作用粒子系统 及其交叉学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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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旺于 2012年在北京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 2017 年在北京大学获统计学博士学位。于 2017 

年 7 月-2018 年 7 月在哈佛大学做统计学博士后研究。苗旺曾于 2016 年荣获中国概率统计学会

颁发的“钟家庆优秀论文奖“，并参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持的中国艾滋病毒感染率调查，以

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持的食源性疾病爆发监控的研究；曾受邀在多个大型国际统计

会议和多所国际知名大学报告研究工作，如 ENAR2015、ICSA2016、ACIC2017、哈佛大学、沃

顿商学院、香港大学。 

 

研究介绍： 

因果推断和缺失数据分析及其在经济学、社会学、流行病学、生物医药中的应用，是当前统

计学和大数据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作为主要负责人已完成的研究课题包括：非随机缺失数据的识

别性和在计量经济中的应用，半参数模型的估计和双稳健估计方法，因果推断的阴性对照变量方

法，以及，空气污染对死亡率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统计学及其应用领域的国际著名期

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Biometrika 、 Statistica Sinica、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和国内核心期刊《中国科学》。   

 

 

 

 

 

 

 

 

 

苗旺助理教授：1990 年生。2017 年在北京大

学获统计学博士学位，2017 年 7 月-2018

年 7 月在哈佛大学做统计学博士后研究 , 

2018 年 9 月入职，统计中心与光华管理学院

合聘。 

研究方向：因果推断和缺失数据分析，及其

在经济学、社会学、流行病学、生物医药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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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介绍： 

高维统计的变量选择一直是统计学家关心的问题。尽管目前 L1 方法如 LASSO 等已经非常

成熟。经过统计学家的努力，大家对 LASSO 方法的性质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不过 LASSO 本

身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它的符号相合需要 irreprensentable condition，它的 L2 相合性需要

restricted eigenvalue condition。Lasso 本身主要研究齐方差的情形。即使在其方差的时候，Lasso

的解的好坏也取决于调整参数 lambda 的选取。而 lambda 的选取通常通过交叉验证来完成。这种

方法通常具有不稳定性，且非常耗时。后来有研究表明 square root lasso 在选择调整参数时，可

以事先给定而不需要不断调整。我们详细深入地研究了 square root lasso 的理论，发现该方法本

质上是在加权得分函数上使用惩罚项来选择变量。根据这个原理，我们研究了 Possion 回归的变

量选择，提出了一种新的最优化目标函数。 该方法与传统的带惩罚的极大似然估计相比，更加

稳健，更容易设置调整参数。与 square root lasso 类似，我们的新方法也可以事先指定调整参数

lambda 的选取，而不需要交叉验证。我们的新方法得到的结果也更加精确。通过模拟 CT 图像的

重建， 结果显示本文提出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改进了已有方法的重建精度。下面是几个 CT 图像

重建算法的对比。无论视觉效果还是重建精度 RMSE 都显示我们的新方法更有效。 

 

左：我们的新方法得到的重建图。右：传统重建方法得到的。 

参考论文： 

Jinzhu Jia, Fang Xie, Lihu Xu. Sparse Poisson Regression with Penalized Weighted Score Function[J]. 

Electronic Journal of Statistics, 2019, 13(2), 2898-2920. 

贾金柱研究员： 统计中心与公共卫生学院合聘。

2009 年北京 大 学 概 率 统 计 系 博 士 ，

2 0 0 9 - 2 0 1 0 年在 UC Berkeley 做博士后， 2011

年加入统计中心。 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职

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和北京大学

统计中心，期间访问哈佛大学一年。2018 年 2 月加

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研究方向：高维统计推断、大数据分析、统计机器

学习、因果推断、生物统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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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介绍： 

    随着三维基因组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它的广泛应用前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 2014 年制

定了 4D Nucleome 计划，资助多个研究团队从三维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研究细胞核内染色质的组

织结构和功能，体现了该领域的重要性和前沿性。我们基于对癌症基因组中非整倍体变异频繁出

现的原因和后果的研究兴趣和基础，在 2014 年开始将研究重心聚焦在癌症三维基因组学领域，

通过自主建立的 Hi-C 实验和分析流程，首先研究多发性骨髓瘤细胞中非整倍体变异对三维基

因组和表达谱的影响。在过去四年间，我们在三维基因组学实验技术开发、分析算法、数据库网

站、与临床研究团队开展合作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近期发表： 

Wu P, Li T, Li R, Jia L, Zhu P, Liu Y, Chen Q, Tang D, Yu Y, Li C. (2017) 3D genome of multiple 

myeloma reveals spatial genome disorganization associated with copy number variations. Nat Commun. 

8(1):1937. 

 

Hydbring P, Wang Y, Fassl A, Li X, Matia V, Otto T, Choi YJ, Sweeney KE, Suski JM, Yin H, Bogorad 

RL, Goel S, Yuzugullu H, Kauffman KJ, Yang J, Jin C, Li Y, Floris D, Swanson R, Ng K, Sicinska E, 

Anders L, Zhao JJ, Polyak K, Anderson DG, Li C, Sicinski P. (2017) Cell-Cycle-Targeting MicroRNAs 

as Therapeutic Tools against Refractory Cancers. Cancer Cell. 31(4):576-590.e8. 

 

Wang Y, Fan C, Zheng Y, Li C. (2017) Dynamic chromatin accessibility modeled by Markov process of 

randomly-moving molecules in the 3D genome. Nucleic Acids Res. 45(10): e85. 

 

Li R, Liu Y, Li T, Li C. (2016) 3Disease Browser: A Web server for integrating 3D genome and 

disease-associated chromosome rearrangement data. Sci Rep. 6:34651. 

  

李程高级研究员：统计中心与生命科学

学院合聘。2013 年加入统计中心。 

 

研究方向：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

癌症基因组学和个体化医疗，高通量生

物数据分析中的统计建模。目标为使用

计算生物和基因组学来帮助预测、发

现、验证新的癌症基因和机理， 从而为

新药物和个体化医疗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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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介绍： 

 

 

 

 

 

 

 

 

 

 

 

 

林伟研究员及合作者在 Biometrika 上发表论文，针对高维成分数据提出一种两样本均值检验方

法，为基于成分数据的科学研究和数据分析增添了新的研究手段。成分数据是指各分量为正且加

和为一的数据，在宏基因组学中测量微生物组成、经济学中描述家庭支出构成、文本分析中刻画

词频分布等应用中都十分常见。成分数据的特点导致其各分量之间复杂的相依关系，造成许多经

典统计方法的失效甚至得到误导性的结果。该论文在两样本均值检验的一般框架下，首先定义了

一种可检验的成分等价性假设，然后基于成分数据的中心化对数比变换发展了一种成分等价性

检验方法，并推导了检验统计量的渐近分布及功效。论文将该方法用于肥胖症和克隆氏症中的肠

道微生物组成分检验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林伟助理教授: 统计中心与数学学院合聘。2011 

年南加州大学应用数学（统计方向）博士，2011-

2014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统计与流行病学系

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14 年加入统计中心。 

 

研究方向：主要是高维统计和大数据建模与分析，

此外还包括因果分析、生存分析、成分数据分析、

时空统计等，及其在基因组学、宏基因组学和环

境科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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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介绍： 

    宋晓军研究员及合作者撰写论文(Journal of Econometrics,已接受)，针对条件分布函数的对称

性检验提出了一个新方法。由于条件对称性假设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上的重要性，如 何有效

的检验该假设至关重要。本文提出的方法不仅适用于截面数据也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 并且能

够有效的避免模型误设的问题。传统检验在验证条件对称性时，通常需要假设对称中 心是已知

的常数或者函数形式，而当函数形式并不是所假设的形式时，基于该参数假设所构 建的检验显

然会出现检验水平和能效方面的问题。本文利用非参数方法估计对称中心，然后 基于非参数残

差构建统计量。另外由于该论文运用了条件特征函数来检验对称性，所以并不 需要假设残差是

独立于解释变量的。这样构建检验统计量的话，就允许高阶相依性的存在，而这正是一般金融时

间序列的特征。 

    该论文进一步推导了检验统计量的大样本性质，提出一个乘数自助法来实现该检验方法。大

量蒙特卡洛模拟表明该方法能够很好的保持水平，并且对各种各样的非对称性备择假设都具有

较好的能效。 

    最后，论文将该检验方法用于检验四个主要股票市场日回报率在 2008 年经济危机前后的表

现， 以及检验商业周期是否对称等问题上，取得良好的实证结果。此外，本论文所发展的技术

还可以检验其它非参数类型的约束， 例如在数据具有相依性情况下的条件相关性，条件独立性

检验等。 

 

 

 

 

 

 

 

  

宋晓军助理教授 : 统计中心与光华管理

学院合聘 。2014 年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

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北大统计中

心。 

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理论（非参数与半参数

方法， 模型设定检验，自助方法，时间序列

分析和实证资产定价）及应用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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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介绍： 

涂云东研究员和他的合作者 2017 年在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上发表论文（Tu and Yi, 2017, 

JoE）, 利用模型选择和平均的方法，来解决协整误差修正模型中如何利用误差修正项 的关键问

题。诺奖得主 Robert Engle 和 Clive Granger 于 1987 年在 Econometrica 上发表文章，提出了非平

稳单位根过程之间存在协整，即单位根过程的线性组合成为平稳的序列，以及其对应的误差修正

模型（Engle and Granger，1987）。在协整的诸多表述中，误差修正模型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

理解经济结构和预测来讲。因为它描述了不平稳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即协整关系，是如何通过

误差修正项来影响它们的短期波动的（差分变量）。因此，误差修正模型被用来构建对非平稳协

整变量的预测。然而，研究表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往往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由此所导出的预

测也并不是总比简单的差分模型好（Hoffman and Rasche, 1996; Jansen and Wang, 2006）。如何利

用误差修正项来构建预测成为研究的关键问题。Tu and Yi（2017）首次在协整的误差修正模型中

讨论使用模型选择和平均的方法来解决如何利用误 差修正项的问题，并且建立了模型选择和模

型平均预测的风险渐近表达式，提出了可行的模型选择和模型平均估计量，通过数值模拟和应用

实例说明模型平均方法带来的预测风险更小。 

涂云东副教授： 统计中心与光华管理学院合

聘。2012 年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

统计中心。 

 

研究方向：非参数建模，高维数据建模，信息计

量经济学，金融计量学，经济预测，生产效率

建模，宏观计量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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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介绍： 

结构变异是指会导致基因组结构发生变化的基因组变异。结构变异在正常人基因组中广泛

存在，并可能与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相关。目前探测结构变异主要基于第二代测序数据，研

究者已经发展了多个基于二代测序数据探测结构变异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的特异性及敏感性

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不同算法所预测的结构变异常常有很大区别，因此造成后续分析极大的困难。

席瑞斌发展了一个探测结构变异的算法 SVmine，此算法通过整合多个算法预测结果从而提高探

测结构变异的能力。大量的模拟和实际数据分析表明，无论是结构变异检测的特异性、敏感性还

是断点的准确性，SVmine 均显著好于其他算法（图 1）。此文发表于 Bioinforamtics 杂志。

Bioinformatics 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生物信息学杂志，主要发表生物信息及计算生物方面

的学术论文，是国际公认的生物信息学权威杂志，2016 年影响因子 7.3。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夏

禹超是论文的第一作者，博士生刘芸为该文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 1. A. SVmine 在一个结直肠癌基因组中探测到的基因融合 VTI1A-TCF7L2，其预测的断点位置与 Sanger 测序验证的

断点位置完全相同。B. 在 8 个结直肠癌基因组中，6 个算法的体细胞结构变异预测的两两相交情况，图中的数字表示

横轴和纵轴算法共同预测的结构变异在横轴算法预测结构变异中的比例。例如，一行二列的数字 27 代表 27%的 Delly 

预测的结构变异同时也在 BreakDancer 预测的结构变异中。C. 经过 SVmine 整合分析后，算法两两预测交集有显著的

提高。图中的数字与 B 类似。例如，经过 SVmine 整合后，现在 47% Delly 预测的结构变异同时也在 BreakDancer 预

测的结构变异中。D. 不同算法预测结构变异的断点位置与 Sanger 测序验证断点位置的距离的箱式图，SVmine 所预测

的断点位置在所有算法中最准确。 

席瑞斌副教授： 统计中心与数学学院合聘。2009

年华盛顿大学数学博士，2012 年加入统计中心。 

 

研究方向：生物数据，特别是高通量生物数据的

统计计算和分析，大数据及高维数据的分析以及

贝叶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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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心部分成员  

姓名 职务 研究方向 学校院系 

姚方 主任 

函数型数据分析、高维与复杂结

构数据分析、动态数据建模、半

参数与非参数方法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 

周晓华 副主任 
随机临床试验中的设计及统计方

法、因果推断分析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 

王汉生 副主任 
高维数据分析、变量选择、数据

降维、值理论、以及半参数模型 

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

系 

陈松蹊 
科学委员会

主席 

超高维数据统计推断、大数据统

计算法、环境统计、随机过程统

计推断、计量经济 

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

系 

耿  直 中心教员 

因果推断、数理统计、生物医学

统计、因果网络、贝叶斯网络、

图模型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 

李  程 中心教员 
生物信息学、癌症基因组学、大

数据统计建模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信息专业 

任艳霞 中心教员 
测度值马氏过程、分枝粒子系

统、概率位势理论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 

席瑞斌 中心教员 

生物医学大数据、生物信息学、

高维统计、网络模型、贝叶斯统

计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 

杨静平 中心教员 
信用风险、风险管理、债券的理

论及应用、风险相关性、精算学 
数学科学学院金融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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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吉海 中心教员 空间计量、面板数据 
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

系 

张志华 中心教员 
机器学习、贝叶斯统计、自然语

言处理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 

吴  岚 中心教员 精算学、金融统计 数学科学学院金融数学系 

贾金柱 中心教员 
高维统计推断、统计机器学习、

因果推断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 

涂云东 中心教员 
金融计量理论、理论计量经济

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

系 

林  伟 中心教员 高维统计、统计机器学习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 

宋晓军 中心教员 
计量经济学理论及应用计量经济

学 

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

系 

邓明华 中心教员 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 

张俊妮 中心教员 
因果推断、贝叶斯分析、蒙特卡

洛方法、数据挖掘及其应用 

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

系 

房祥忠 中心教员 
生存分析、可靠性、纵向数据、

基尼系数、空间统计等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 

张  原 中心教员 

互相作用粒子系统、随机游动的

覆盖问题以及 DLA研究上提出新

的理论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 

苗  旺 中心教员 
大数据的因果推断方法及其在经

济学、环境科学中的应用 

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

系 

张  成 中心教员 
统计学习、贝叶斯推断、计算生

物学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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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嵘 特聘教授 

非线性和多变量时间序列分析、

蒙特卡洛方法、统计计算和贝叶

斯分析及其应用 

Rutgers University 

金加顺 特聘教授 

大规模多元假设检验、 癌症分

类、 变量选择、 谱聚类和主成

分分析（PCA）、图论和精度矩

阵、网络分析、随机矩阵理论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3.中心行政团队 

 

                

 

 

  

穆慧娜，2015 年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硕士毕业。2019 年 9 月加入中心。 

王彦懿，2016 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硕

士毕业。2018 年 6 月加入中心。 

 



 
20 

 
 四、统计中心科研项目 

统计科学中心 2020 在研国家级项目：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开始时间 结题时间 

1 空气质量统计诊断模型 陈松蹊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重大项目 201607 202006 

2 空气质量统计评估方法

（课题负责人） 

陈松蹊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重大项目 201607 202006 

3 大气污染物的时空统计

模型（课题负责人） 

黄辉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重大项目 201607 202006 

4 基于统计与数值模式的

多污染物数据场构建

（课题负责人） 

林伟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重大项目 201607 202006 

5 污染与宏观经济、人口

健康的计量分析（课题

负责人） 

虞吉海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重大项目 201607 202006 

6 大气污染数据质量监控

（课题负责人） 

王汉生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重大项目 201607 202006 

7 部分可观测马尔科夫决

策过程的随机规划算法

（课题负责人） 

张志华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重大项目 201912 202212 

8 粒子系统与渗透模型

（课题负责人） 

陈大岳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重大项目 202012 202511 

9 复杂结构的函数型数据

分析 

姚方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2001 2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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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数据驱动的管理决策

模型与算 

陈松蹊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1601 202012 

11 面向管理决策大数据分

析的理论与方 

陈松蹊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2101 202112 

12 面向儿童脑发育障碍性

疾病的神经机制建模与

辅助诊疗算法 

陈松蹊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数学天元

基金 

202101 202412 

13 面向儿童脑发育障碍性

疾病的神经机制建模与

辅助诊疗算法 

周晓华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数学天元

基金 

202101 202212 

14 非局部随机系统的平均

化原理 

 刘 勇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数学天元

基金 

202001 202012 

15 基于新型数学和统计模

型的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发生和发

展规律的研究 

周晓华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应急专项 202001 202112 

16 超过程的极限理论 任艳霞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701 202012 

17 高维复杂数据的稀疏与

低秩建模及推断 

林伟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701 202012 

18 试验设计的统计推断基

础理论研究 

艾明要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701 202012 

19 高维图模型的结构空间

及学习方法 

何洋波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701 202012 

20 金融中的动态 copula 理

论及其应用研究 

杨静平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701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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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非对称马氏过程的理论

研究及应用 

蒋达权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801 202212 

22 高维函数型数据的检

验、回归与分类 

姚 方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801 202212 

23 基于因果推断框架下的

最优治疗方案选择的统

计方法研究 

周晓华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801 202112 

24 大规模优化问题的近似

牛顿方法：理论与实现 

张志华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801 202112 

25 二维高斯场及其相关问

题 

章复熹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801 202112 

26 因果推断方法研究及在

食品安全与生物医学中

的应用 

耿直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801 202112 

27 成分数据分析方法及其

在宏基因组数据中的应

用 

邓明华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801 202212 

28 树上随机游动中的多层

分析问题 

陈大岳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001 202312 

29 基于单细胞转录组测序

的网络分析方法和理论 

席瑞斌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001 202312 

30 与时间变换有关的资产

定价和最优执行策略相

关问题研究 

程  雪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001 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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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现代非平衡态热力学和

统计物理中若干重要问

题的随机数学理论 

葛颢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001 202312 

32 测度值分枝马氏过程及

相关 Fisher-KPP 方程性

质研究 

任艳霞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101 202412 

33 大数据分析中的试验设

计和抽样技术研究 

艾明要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101 202412 

34 基于风险相依性的风险

组合的若干问题 

杨静平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101 202412 

35 关于无对照研究和中介

分析的因果建模与推断 

苗 旺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101 202412 

36 三维自排斥游走的标度

极限的探索 

李欣意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2101 202412 

37 市场冲击模型中引入执

行风险后之最优执行策

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程 雪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01701 201912 

38 带有边界条件的扩散限

制凝聚模型(DLA)研究 

张 原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青年科学

基金 

202001 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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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科学中心 2020 在研其他代表性项目：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开始时间 结题时间 

1 实时数据流的统计学习

理论与方法 

席瑞斌 国防科技委 重点项目 201809 202109 

2 针对复杂军事系统的强

化学习方法 

张志华 国防科技委 重点项目 201809 202109 

3 人工智能的统计理论与

算法基础 

林伟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201910 202310 

4 过参数化模型与因果学

习的统计理论 

林伟 北京智源人

工智能研究

院 

横向项目 201906 202105 

5 非参数贝叶斯机器学习

方法与概率编程 

张志华 北京智源人

工智能研究

院 

横向项目 201906 202105 

6 Large Scale Causal 

Structure Learning 

耿直 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 

横向项目 201910 202210 

7 深度学习的理论算法项

目 

张志华 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 

横向项目 201910 202010 

8 A study on the outbreak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based on new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models 

周晓华 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

金会 

横向项目 202006 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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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于多元信息的新型冠

状病毒传播预警预测模

型构建和决策平台研究 

周晓华 浙大新冠应

急专项 

横向项目 202002 202008 

10 北京大学—中债估值研

究中心 

杨静平 中债金融估

值中心有限

公司 

横向项目 201912 202412 

11 三方共建智慧体育大数

据联合实验室合作框架

协议 

马尽文 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科学

研究所；杭

州明霖信息

技术有限公

司 

横向项目 201705 202005 

12 典型统计模型及可靠性

评估算法梳理及确认 

房祥忠 中国航天标

准化研究所 

横向项目 202006 202112 

13 量化投资策略和证券公

司客户量化分析研究 

吴岚 方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横向项目 201801 202101 

14 面向岩性岩相预测、地

质体雕刻的深度学习模

型研究 

马尽文 中国石油集

团东方地球

物理勘探有

限责任公司 

横向项目 201905 202012 

15 深度学习理论与算法研

究项目 

张志华 北京旷视科

技有限公司 

横向项目 201908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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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心毕业生就业去向 

2020 年，北京大学统计、概率及金融数学专业共有 14 名博士毕业生，5 名硕士毕业生。

毕业时 19 人均已落实工作，其中 4 人在中国知名高校获得教职工作。以下是中心教员指导

的毕业生去向。 

学位类

别 
姓名 专业 单位名称 指导教师 

学

术

学

位

博

士 

陈天遥 统计学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杨静平 

何顺 统计学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邓明华 

黄家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天津理工大学 姚方 

黄译旻 统计学 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艾明要 

梁德才 统计学 南开大学 姚方 

王伟楠 统计学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 邓明华 

武林杰 统计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席瑞斌 

肖一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周晓华 

张慧铭 统计学 澳门大学 姚方 

张雨 统计学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房祥忠 

赵洪鑫 统计学 绛霄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吴岚 

赵建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任艳霞 

赵林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

（INRIA） 
陈大岳 

周正雍 统计学 摩根大通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何杨波 

学

术

学

位

硕

士 

邓玉颖 统计学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周晓华 

董安澜 统计学 九坤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姚方 

李鹏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蒋达权 

陆嘉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蒋达权 

罗艺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蒋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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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交流访问 

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中心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中心克服

困难，在严格执行各级防疫政策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同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2020

年统计科学中心共接待海内外访问学者 14 人次，参与学术报告、短期课程以及合作项目等

各类学术活动。 

统计科学中心 2020 年来访人员名单 

序号 来访人员 时间 

长期访问人员 

1 丁秀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2020/8/10-2020/8/24 

短期来访人员 

1 王学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2020/05/29 

2 张新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预测中心 2020/06/08 

3 郑术蓉，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17 

4 刘卫东，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20/06/26 

5 刘岩，武汉大学 2020/10/9 

6 陈昕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2020/10/9 

7 林伟，复旦大学 2020/10/22 

8 张海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2020/10/29 

9 张世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2020/11/26 

10 Xiao Wu, Harvard University 2020/12/3 

11 史建清，南方科技大学 2020/12/10 

12 高凤楠，复旦大学 2020/12/17 

13 马占宇，北京邮电大学 20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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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论文发表 

自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统计科学中心教员共发表论文 61 篇, 按第一作者姓氏字母排序排

列 :  

[1] Cheng, Jing and Ai, Mingyao. Optimal designs for panel data linear regressions.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Letters, 163 (2020). 

[2] Chen, Cheng; Gu, Ming; Zhang, Zhihua; Zhang, Weinan; Yu, Yong.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tatistics. PMLR, 108, (2020),766-

775. 

[3] Chen, Liang; He, Shun; Zhai, Yuyao; Deng, Minghua. Direct interaction network inference for 

compositional data via codaloss. Journal of Bioinfor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Biology, 14(7), 

(2020), e0207731. 

[4] Chen, Chong; Wu, Changjing; Wu, Linjie; Wang, Xiaochen; Deng, Minghua and Xi, Ruibin, 

ScRMD: Imputation for single cell RNA-seq data via robust matrix decomposition. Bioinformatics, 

36 (10), (2020), 3156-3161. 

[5] Chen, Liang; Wang, Weinan; Zhai, Yuyao and Deng, Minghua. Single-cell transcriptome data 

clustering via multinomial modeling and adaptive fuzzy K-means algorithm. Frontiers in Genetics, 

11, (2020), 295. 

[6] Chen, Liang; Zhai, Yuyao; He, Qiuyan; Wang, Weinan and Deng, Minghua. Integrating deep 

supervised, self-supervised and unsupervised learning for single-cell RNA-seq clustering and 

annotation. Genes, 11(7), (2020), 792. 

[7] Chen, Liang; Wang, Weinan; Zhai, Yuyao; Deng, Minghu. Deep soft K-means clustering with self-

training for single-cell RNA sequence data. NAR Genomics and Bioinformatics, 2 (2), (2020), 

lqaa039. 

[8] Chen, Liang.; Zhai, Yuyao; He, Qiuyan; Wang, Weinan; Deng, Minghua. Integrating deep 

supervised, self-supervised and unsupervised learning for single-cell RNA-seq clustering and 

annotation. Genes, 11(7), (2020), 792 

[9] Chen, Tianyao; Cheng, Xue and Yang, Jingping. Decomposing correlated random walks on 

common and counter movements.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Letters, 158, (2020), 108616. 

[10] Cheng, Jing; Ai, Mingyao. Optimal designs for panel data linear regressions.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Letters, 163, (2020), 108769.  

[11] Chi, Weilai and Deng, Minghua. Sparsity-penalized stacked denoising autoencoders for imputing 

single-cell RNA-seq data. Genes, 11 (5), (2020),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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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ong, Tianshu; Xia, Aihua and Zhang, Fuxi. A large sample property in approximating the 

superposition of i.i.d. Finite point processes. Stochastic Process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130 (7), 

(2020), 4493-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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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学术讲座 

统计中心 2020 年共组织学术报告 14 场，报告人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来自

海外的学者 1 场，国内的学者 13 场。 

[1] Use of Random Integration to Test Equality of High Dimensional Covariance Matrices 

报告人： 王学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时间：2020-05-29 15:00-16:00 

地点：腾讯会议  

[2] Pilot CEO and innovation: A model averaging approachfor divergent-dimensional Poisson 

regressions 

报告人： 张新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预测中心研究员 

时间：2020-06-08 10:00-11:00 

地点：腾讯会议  

[3] 高维相关矩阵的统计推断 

报告人： 郑术蓉，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间：2020-06-17 10:00-11:00 

地点：腾讯会议 

[4] Variance Reduced Median-of-Means Estimator for Byzantine-Robust Distributed Inference 

报告人： 刘卫东，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国家级重大人才计划（基

金委）获得者 

时间：2020-06-26 15:00-16:00 

地点：腾讯会议 

[5] School Colloquium——Prediction, Compu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The Nature of Machine 

Learning 

报告人：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统计科学中心张志华教授 

时间：2020-09-18 15:00-16:00  

地点：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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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面向经济与金融应用的监督学习算法比较与推测函数特征刻画 

报告人：刘岩，武汉大学 

时间：2020-10-09 14:00-15:00 

地点：光华 2 号楼 216 教室 

[7] SGD-based Online Pricing and Capacity Sizing of Queueing Systems 

报告人：林华珍 (Joint work with Wei Liu, Wei Lan), 西南财经大学  

时间：陈昕韫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地点：光华 2 号楼 216 教室 

[8] Time Series Analytics: Causation Detections and Dynamics Predictions 

报告人：林伟，复旦大学 

时间：2020-10-22 14:00-15:00  

地点：腾讯会议  

[9] On-Demand Ride-Matching in a Spatial Model with Abandonment and Cancellation 

报告人： 张海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时间：2020-10-29 14:00-15:00  

地点：腾讯会议 

[10]  Probabilistic Matrix Decomposition for Complex Noise Modeling 

报告人： 张世华，中国科学院 

时间：2020-11-26 14:00-15:00 

地点：理科 1 号楼 1304 

[11] Air Pollution, COVID-19 Pandemic, and Human Health: Connecting the Science with Statistics 

and Causal Inference 

报告人： Xiao Wu，Harvard University 

时间：2020-12-03 10:00-11:00 

地点：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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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odelling Function-valued Processes with Non-separable and/or Non-stationary Covariance 

Structure  

报告人： 史建清，南方科技大学 

时间：2020-12-10 14:00-15:00 

地点：理科 1 号楼 1114 

[13] Loss Two-sample testing of high-dimensional linear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via complementary 

sketching 

报告人： 高凤楠，复旦大学 

时间：2020-12-17 14:00-15:00 

地点：理科 1 号楼 1114 

[14] 细粒度图像分类 

报告人： 马占宇，北京邮电大学 

时间：2020-12-24 14:00-15:00 

地点：理科一号楼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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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委员会 

 

1.科学委员会 

 

 

 

 

 

 

 

陈松蹊 

主席，现任 Bernoulli Society 的 Scientific Secretary、国家统计局咨询委员，

讲席教授、国家高层次专家；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美国科学促进会、数

理统计学会、美国统计学会会士；IMS-中国候任主席。主要研究方向：超高

维数据统计推断、大数据统计算法、环境统计、随机过程统计推断、计量经

济。 

李程 

委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统计系博士。2002 至 2013 年在哈佛大学生

物统计系、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作为助理教授、副教授从事研究与教

学工作。2013 年 4 月全职加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命科学联合中心、

生物信息中心、统计科学中心。 

 

任艳霞 

委员，现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概率统计系主任，《应用数学学报》

编委、《应用概率统计》编委。主要研究方向：测度值马氏过程、分枝粒子

系统、概率位势理论。 

王汉生 

委员，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嘉茂荣聘讲席教授，博导，系主

任。北京大学商务智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统计学会会士，现为国际统计

研究所、美国数理统计研究所、英国皇家统计协会以及泛华统计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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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平 

委员，杨静平现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金融数学系主任，中国工业

与应用数学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金融数学与

工程和精算保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北京大学）副主任、《数学进展》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信用风险、风

险管理、债券的理论及应用、风险相关性、精算学。 

姚方 

委员，数理统计学会 IMS 理事、《加拿大统计期刊》主编；讲席教授、国家

高层次专家；数理统计学会与北美统计学会会士；至今任 9 个国际统计学期

刊编委，包括 JASA、AOS 等。研究方向：函数型数据分析、高维与复杂结

构数据分析、动态数据建模、半参数与非参数方法。 

虞吉海 

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教授。他本科和研

究生均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经济学的硕士和博

士学位。 

 

张志华 

委员，现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执行编委；ICML 2020 领域主席。主要研究方向：机器学习、贝叶斯统计、

自然语言处理。 

 

周晓华 

委员，现任国际生物统计学会中国分会会长；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生物医学

统计分会会长；讲席教授、国家高层次专家；美国科学促进会、数理统计学

会、北美统计学会会士；中国数学会医学数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方

向：随机临床试验中的设计及统计方法、因果推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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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导委员会 

 

 

 

 

 

 

 

 

 

 

 

 

 

 

 

 

 

 

陈大岳 

委员，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中国数学会副监事长；中国概率统计学

会副理事长；入选国家级重大人才计划（基金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秘书长；曾任中国数学会概率统计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数学进

展》主编。 

 

刘俏 

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入选国家级重大人才计划（基金

委）。兼任深圳证劵交易所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证监会、中国金融

期货交易所、民生银行、及深交所博士后站指导导师。在公司金融，实证

资产定价、实际期权、市场微观结构和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

述。 

 

张平文 

主席，北京大学副校长、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数

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及其应用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

科学一等奖、入选国家级重大人才计划（基金委）、冯康科学计算奖、“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

人等多项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