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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生教育概况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成立于 2012 年（中央编办复字[2012]174 号），是

科学院目前唯一一家以工程项目立所的单位。中心的前身是 1993 年成立的空间科学与应用

总体部，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和技术研究中心，从 1993 年至

今中心（总体部）已经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 200 余名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有许多已经成为国

家重大战略工程中的骨干力量。 

中心从一个非法人单位（挂靠在其他研究所）成为一个独立运行的研究机构，研究生

教育工作遇到了崭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心成立后研究生教育工作重新

建章立制、增列培养点、争取招生名额、进行招生宣传，一步步打开局面，逐渐走向正规。 

截止目前，中心已经完成 3 个学术型硕士培养点、2 个全日制专业学位工程硕士培养点

及 1 个学术型博士培养点的增列，学科布局已经完成 85%；目前在学研究生 84 人，其中硕

士 64 人，博士 20 人。2014 年中心 1 名在读学生获得中科院院长特别奖学金。 

二、研究生教育工作体会 

1、科学规划学科布局，学科建设要实行带头人负责制 

按照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要求，中心必须在成功增列培养点后才能在相应学科招生，所

以中心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优化现有学科结构，进行科学学科布局。 

中心首先成立了学位评定委员会，专门召开委员大会讨论学科建设。会上规划了研究

生培养的学科布局，也明确了各学科的学科带头人。 

第二步，研究生教育部门辅助各学科带头人分别成立相应的学科梯队。每个学科梯队

有专人负责进行学科建设材料收集，研究生教育部门专人辅助。 

第三步，汇报材料两层把关。学科培养点增列材料收集整理结束，不可直接提交国科

大，一定要通过两层把关。首先是学科带头人向学位评定委员会代表委员汇报，根据意见修

改完善后向委员大会提交，再次修改完善后方可交上级主管部门。 

经过这三步走，中心两年内申请的 7 个学科培养点，通过了 6 个，学科布局完成 85%。

中心的学术水平是培养点增利成功的内因，严谨闭环的准备过程、细致详实的增列材料也能

提高培养点增列成功率。 

2、广开途径，建立多元化招生机制 

“好酒也怕巷子深”，中心成立伊始，生源质量相当不好。上线的一志愿考生仅占招生

名额的 15%，75%的名额需要从外单位调剂。面对现状，教育管理部门进行广泛调研研究，

采取了措施： 

（1）转变思想，招生宣传不仅仅是教育管理部门的工作，更是整个中心工作，选拔优

秀生源是中心领导、各部室领导、研究生导师责无旁贷的工作职责，且要纳入中心绩效考核。 

（2）广开途径，建立多元化招生机制。建立“随来随面”的推免生面试方案，提高推



免生的比例；进行硕博连读考核和直博生选拔，多来源招生博士研究生；在对口高校建立“太

空应用奖学金”，扩大中心影响力，吸引优秀生源；带导师回母校宣讲，以航天精神吸引学

生。 

两年来虽然招生形势依旧严峻，中心的生源质量仍然远不能与一流高校、优秀兄弟院

所相比，但生源质量已经在稳固提升，优秀生源率从 25%提高到 75%，推免生的比例从 5%

提高到 25%。 

3、约束与激励并举，共促培养质量提升 

中心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的总体牵头单位，是中科院唯一一家以工程项

目立所的单位，与院内其他研究所相比，研究生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科研实践更多，但

基础研究和前瞻性探索更少。所以中心的研究生实际工作能力特别优秀，但成果输出比较落

后。 

为了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中心一方面加大培养过程的规划化管理，在开题报

告、中期考核等各流程进行具体约束管理；另一方面建立激励机制，分层次设立各种奖学金。

目前中心设立了分层次的学业奖学金、等级奖学金、助理津贴、所长奖学金等，提高研究生

的科研积极性，鼓励研究生进行科研实践成果输出。 

成效初显，2014 年中心 1 名在读学生获得中科院院长特别奖学金（奖励覆盖面为千分

之一），有 1 位研究生在国际竞赛中获得第四名，有 3 位研究生获得国内竞赛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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