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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学字〔2025〕72 号

关于提名 2025 年度“中国航空学会研究生学位

论文托举工程”的通知

各专业分会、单位会员及有关个人：

为推动中国航空科技进步，鼓励创新性研究，促进青年人才

成长，为下一步实施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培养储备人才，

经研究决定，中国航空学会每年开展一次“中国航空学会研究生

学位论文托举工程”，以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主要依据，选入青年

航空科技工作者硕博各不超过 15 人。现将 2025 年度提名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名条件

（一）论文作者在中国境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获得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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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含专业学位），自授予研究生学位之日起，至研究生学位

论文托举工程申报截止日应未满两年（2023 年 8月-2025 年 7 月

期间获得学位）；

（二）论文作者和导师应同为中国航空学会会员（外籍导师

不作要求）；

（三）论文作者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应在航空及其相关

领域的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或在关键技术、

应用技术创新等方面成果显著，与航空领域无直接关联的学位论

文不受理；

（四）论文不涉及国家秘密。

二、提名渠道

本工程由学会专业分会、单位会员中具有航空领域相关学科

博士点或硕士点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两院院士及学会资深会员提

名，已经申报（被提名）、获评省部级及其他全国学会研究生学

位论文奖励及类似项目的不能被提名，具体规定如下：

（一）每个专业分会每年可提名本专业领域内硕士学位论

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各不超过 2篇，总计不超过 4篇，2024 年度“学

术活动质量提升计划”入围分支机构（见附件）可多提名 1篇；

（二）具有航空领域相关学科博士点的高校或研究机构每

年可提名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各不超过 3篇，总计不超

过 6篇；具有航空领域相关学科硕士点的高校或研究机构每年可

提名硕士学位论文不超过 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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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院院士、学会资深会员可提名本领域硕士学位论文

和博士学位论文各不超过 1篇，总计不超过 2篇；

（四）同一导师指导学位论文最多可被提名硕士及博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各 1 篇。

三、评审程序

“研究生学位论文托举工程”的评审工作由学会“研究生学

位论文托举工程”评审委员会负责，分形式审查、初评和终评三

个阶段，初评与终评阶段均采用双盲方式进行评审。

四、实施与培养

（一）学会面向社会公布“研究生学位论文托举工程”遴选

结果，向入围论文作者及其导师颁发证书。证书由学会理事长签

署，并加盖学会公章；

（二）培养工作由中国航空学会、论文作者及论文作者所在

工作单位三方共同完成；

（三）硕士学位论文托举工程培养经费总额为 5000 元，博

士学位论文托举工程培养经费总额为 10000 元，在入围“研究生

学位论文托举工程”后一并发放至论文作者；

五、提名材料

（一）中国航空学会研究生学位论文托举工程提名表（提名

系统生成）；

（二）经过匿名处理的参评学位论文；

（三）学位论文综合介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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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表性成果证明材料；

（五）由专业分会或单位会员提名的应出具提名工作情况

报告，工作情况报告应写明提名工作开展过程与最终提名结果，

并加盖提名单位公章。

六、申报方式

请于 5月 27 日至 7月 20 日期间登录中国航空学会科技奖励

平台 https://jl.csaa.org.cn/（建议使用 chrome 内核浏览器）

完成网上填报，经形式审查合格后报送全套纸质申报材料 1份至

中国航空学会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

七、其他事项

（一）符合条件的单位会员提名工作应由研究生教育主管

部门负责、完成相关组织评选与资格审查工作。

（二）各单位报送的学位论文应与国家图书馆的存档原文

一致。若发现申报材料不属实或不符合要求，则取消该学位论文

参评资格。

联 系 人：王 朝 17600721752（微信同号）

林伯阳 18515061748（微信同号）

杨德林 15600605976（个人会员相关事项咨询）；

快递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世奥国际中心 A座 30 层中国航空学

会；

电子邮箱：linby@csa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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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4 年度“学术活动质量提升计划”入围分支机构名

单

中国航空学会

2025 年 5月 27 日

中国航空学会 2025 年 5月 27 日印发

联系人：林伯阳 电话：010-84924386 共印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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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度“学术活动质量提升计划”入围分支机构名单

序号 分支机构名称

1 制导、导航与控制分会

2 应急救援分会

3 飞行技术分会

4 航空电子与空中交通管理分会

5 结构与强度分会

6 动力分会

7 飞机总体分会

8 可靠性工程分会

9 航空机电、人体与环境工程分会

10 电动航空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