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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字〔2018〕56 号 

 

 

各学院： 

为切实落实我校“飞行器设计、制造与控制研究生协同创新基

地”有关建设工作，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经研究讨论决定，现修订发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

行器设计、制造与控制研究生协同创新基地”研究生协同培养方

案》，望遵照执行。 

 

附件：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制造与控制研究 

生协同创新基地”研究生协同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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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制造与控制研究 

生协同创新基地”研究生协同培养申报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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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为切实落实我校“飞行器设计、制造与控制研究生协同创新基

地”有关建设工作，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经研究讨论决定，特制定本方案。 

一、协同创新基地依托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力学、机械制

造及其自动化国家重点学科和导航、制导与控制、电力电子与电

力传动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开展跨学科、跨学院研究生协同

培养工作，在航空宇航学院、能源与动力学院、自动化学院、机

电学院相关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施行。 

二、协同培养的研究生实行主、副双导师或多导师制。由上

述学科的研究生主导师提出需求申请，申请其指导的研究生进入

协同培养计划。主导师负责推荐并联系副导师人选、提出协同培

养研究课题、协同培养的内容和形式等，填写《“飞行器设计、制

造与控制研究生协同创新基地”研究生协同培养申报表》（见附

件）。研究生协同培养的学科应属上述培养的依托学科，且分属

不同的一级学科或不同的学院。协同培养申请经研究生所在学院

审核、研究生院遴选、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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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同培养研究生由主导师和副导师共同指导，开展跨学

科、跨学院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协同培养研究生的课程培养计划

应包含至少一门协同学科的课程。协同培养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

题应由研究生所在学院组织开题报告会，主导师和副导师均应参

加。 

四、对于参与协同培养的主、副导师，学校将分别视同 1.5

个、1 个指导研究生计算编制工作量，分别下达至主、副导师所

在学院，学院将记入主、副导师的教学工作量中。 

五、学校将对研究生协同培养效果进行检查，对于协同培养

创新效果好的案例，学校将进行宣传、推广；对于协同培养效果

好的主导师，将在下一年研究生招生时奖励一个招生指标。 

六、对进行协同培养的研究生，研究生院将在创新基金、开

放基金、创新实验竞赛基金、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等基金申请中给

予政策倾斜。 

七、每年进入协同培养的研究生人数暂定为 30 个。 

八、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制造与控制研究生协同创新基地”研

究生协同培养方案（试行）》（校研字〔2013〕46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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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报导师 
（主导师）姓名 

 主导师职称  

协同培养研究生
学号 

 
协同培养研究生

姓名 
 

主导师 
所在学院 

 
主导师 

所在二级学科 
 

副导师姓名  副导师职称  

副导师 
所在学院 

 
副导师 

所在二级学科 
 

协同培养研究 
课题 

 

协同培养合作内
容、理由、要求
及计划安排 

 
 
 
 
 
 
 
 
 
 
 

主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副导师意见 

 
 

副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所在学院
意见 

 
 

主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主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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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