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024年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专项计划招生简章

海军工程大学创办于1949年11月，1963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

学。学校坚持以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为主体，海军第一个本科专

业、第一个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全国重点学科均

出自我校。海工大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是全国全军著名的教学科研

基地，牵头建设的电气工程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评为“A-”

，位居全国第五，并在最新的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更进一步。参与建

设的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近两次学科评估均位于10%-30%。两个

学科均建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承担能源与动力

领域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任务。

师资队伍力量雄厚。实验室教职员工三百余人（工程院院士1人、

“杰青”3人、长江学者3人、“优青”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2

人、正高 27人、副高 59 人）。学缘结构多样。具有博士学位的二

百余人，所学专业涵盖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

程、电子科学、计算机、力学、声学、动力工程、机械工程、船舶

与海洋、兵器、材料等27个门类，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海军工程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26所军

地高校，有170余人有其他院校学习经历。团队先后培养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等国家、军队科技领军、拔尖人才31人，国家杰出专业技术

人才奖1人，全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1人，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7

人，中国青年科技奖4人，“求是奖”获得者9人；何梁何利科技成就

奖1人、青年创新奖3人，首届科学探索奖1人。团队获首届“全国创

新争先奖”、军队科技创新群体奖、“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优秀

团队奖。

研究领域特色鲜明。瞄准国家科技前沿，以重大需求为牵引，

拓展了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的内涵和边界，形成特色

鲜明、国际领先的学科方向，引领学科创新变革。依托重大项目，



着力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形成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良性循环，推动

学科持续发展。五年来，承担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近百亿元。原创成

果显著，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1项、

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26项，2

次被评为国家创新研究群体，荣立集体一等功。

教学科研平台先进。联合江苏大全集团设立由国家能源局授牌

的“新能源接入设备研发（实验）中心”，联合湖南省共建军民融合

装备技术创新中心，联合青岛市共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研究院，联

合湖北省共建东湖实验室。瞄准国家战略亟需，以研究所科研创新

团队为核心，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

大学、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船舶集团、中科院、航天科

工等国内相关科技资源，采取“核心+基地+网络”模式，聚集国内优

势创新资源，通过优势技术转化应用于船舶动力、轨道交通牵引、

新能源智能电网等领域，牵引了电子信息、材料制备等基础工业的

发展，支撑行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一、培养目标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为社会行业、“长江经济带”和军工领

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学科领域内掌握扎实宽广

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

能力，在专业领域内能做出创新性成果的优秀青年人才。

二、招生计划及培养方式

华中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 2024年拟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化

学与化工学院（013）、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100）、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121）、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131）、船舶与海洋工程

学院（140）、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18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210）等院系，招收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录取类

别为全日制，就业方式为非定向，学制四年。学籍在华中科技大学，

按相关规定转接人事档案、组织关系等。



海军工程大学招生导师与学校导师对专项录取的博士研究生进

行联合培养，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课程学习，在华中科技大学完

成；第二阶段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主要在海军工程大学完成。根

据双方制订的联合培养方案，考生按期完成各培养环节的工作，接

受双方的考核评价。毕业答辩和学位授予按华中科技大学的条件和

程序进行，通过后由华中科技大学授予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

海军工程大学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拟招生学科、方向及双方导

师信息（专项计划单列，计划数以最终下达为准），详见附件1。

海军工程大学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博导简介，详见附件2。

三、选拔方式

2024年专项计划拟通过硕博连读或申请-考核制方式招生。如生

源不足，允许相关学院普通计划考生，在满足材料审核要求的前提

下，自愿申请调剂到专项计划，按专项计划后续程序考核录取。

四、申请条件

符合我校《华中科技大学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联合

培养院系相关学科（类别）规定的报考条件。

具体参见：https://gszs.hust.edu.cn/info/1106/3720.htm

五、申请程序

1、网上报名

请考生在报考前通过邮箱nuesummer@163.com与海军工程大学

的意向导师沟通好招生需求，并选择适合的校内导师；再通过华中

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 https://yanzhao.hust.edu.cn，选择“申请

考核博士报名”模块进行网上报名。报名系统中拟报导师选择校内导

师，专项计划选择“海工联培专项”。

报名时间： 2024年2月20日—2024年3月8日 17:00

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院系及专业提出的报

考条件。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通过申请材料审核及综合

考核。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http://yanzhao.hust.edu.cn/


2、提交电子版材料到实验室指定邮箱

网上报名成功后，考生须于2024年3月14日前将报考材料电子版

以PDF形式发送至海军工程大学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招生邮箱（nue

summer@163.com），邮件主题及附件文件名标注为“华科-姓名-海

工导师-海工联培专项”，逾期未提交或所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者，

按放弃本专项报考处理。

请按以下内容整理材料：

（1）网上报名完成后下载的报名表；

（2）《华中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计划》（华中科

技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2024年博士招生简章页面可下载模板）；

（3）本科与硕士研究生课程成绩单（须加盖学校教务或人事档

案部门公章）；

（4）各类外语水平证书或证明材料；

（5）具有代表性的科学研究成果、科研经历情况，如公开发表

的学术论文(全文)、授权专利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的陈述和证明；

（6）硕士学位论文（往届生提交）；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或

研究工作进展报告（应届生提交）。如涉密工作必须事先进行脱密

处理；

（7）可证明考生个人能力水平的其他材料。

注：正高职称专家推荐信由报名推荐系统自行生成，不需考生

提供。

考生须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得伪

造有关证明。一经发现作弊行为，经核实将取消其报考资格、录取

资格或取消学籍。

六、考核程序

海工联培专项招生审核分为申请材料审核和综合考核两个阶段，

由华中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成立的联合工作组组织。

材料审核完成后将进行综合能力考核。形式和具体时间另行通

知。



七、学费与奖助学金

博士研究生每学年须按时向华中科技大学缴纳学费并进行电子

注册。海军工程大学导师从学生入学获得学籍起，按联合培养相关

规定和协议，承担博士研究生的助研津贴（不低于国内一流高校标

准），科研项目绩效按照作用和贡献另外计发。符合条件的博士研

究生可按联合培养相关规定申请华中科技大学和海军工程大学各类

奖助学金。

八、其他

拟录取相关手续依据华中科技大学和海军工程大学相关规定执

行。

联系咨询：

海军工程大学联培招办电话：027-65461945

海工大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招生邮箱：nuesummer@163.com

招生QQ群：717068095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电话：027-87541746

网址：https://gszs.hus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