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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申报书 

（企业填报） 

 

申请设站单位全称 ：嘉创飞航（苏州）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91320585MA21M0WEXR         

单 位 所 属 行 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              

单  位  地  址 ：江苏省太仓市科教新城子

冈路27 号1 号楼                

单 位 联 系 人 ：刘建枫                    

联 系 电 话 ：18658266392                

电 子 信 箱 ：liujianfeng@jcuav.cn         

合 作 高 校 名 称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制表 

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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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嘉创飞航（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 微型企业 是否公益性企业 否 

企业信用 

情况 
优秀（B） 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万） 600 

专职研发 

人员(人) 
15 其中 

博士 1 硕士 4 

高级职称 2 中级职称 1 

市、县级科技创新平台情况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可获得优先支持情况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及以上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基地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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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 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

的纵向和横向项目或合作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3 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

位、获批时间、项目内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嘉创飞航（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在

研究生人才培养和及其科研指导方面： 

（1）聘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纬仪副教授担任嘉创飞航（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聘请徐惊雷、苏纬仪、俞凯凯等 10余名教授在公司进行先进技术研发工作，

可对工作站内研究生进行有效指导。 

（2）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推进领域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多次邀请了嘉创飞航（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符文忠高工、刘建枫经理、

刘洋教授等人参与了研究生研究方向的制定、硕士论文的开题等活动，正是在这些前期

的交流中，校企双方都觉得有必要深入开展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创新能力强、成果孵化

便利的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促进江苏省在航空宇航推进领域的智能化领域的研究生培

养和产业升级快速发展。 

（3）嘉创飞航（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已

经开展了初步探索性尝试，公司已组织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硕士张文强等多人前往

参观实习，这些前期活动为后续研究生工作站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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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人员保障条件 

嘉创飞航（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陕西嘉创飞航无人机科技

有限公司与西北工业大学太仓长三角研究院共建，发起人来自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航天科工集团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公司依托西北工业大学优质资源开展无人

机技术开发与推广业务，主要从事无人机总体设计、无人机飞控技术开发、无人机嵌入

式技术开发等。公司拥有完整的设计、研发、生产测试、培训体系,并共建西北工业大学

太仓长三角研究院智能无人机研发及产业化中心、西北工业大学太仓长三角研究院空天

飞行器智能测试中心、“无人机+人工智能”公共实验室，搭建了完整的无人机产、学、

研、用平台体系。研发了包括教育行业智能无人机应用整体解决方案、倾转翼无人机系

统、大型抗干扰多旋翼无人机系统、氢燃料电池无人机系统等多种类无人机应用方案。 

 

（图：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自主避障技术登录央视《实验现场》栏目） 

公司已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证等认证并取得专利数十项。公司合作院校、企业包括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某研究所、兵器工业集团某研究所、博雅工道（北京）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斗山创新（深圳）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 

公司具有多名在行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级专家，站内研究生将深入参与到嘉创飞

航（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研究项目中，同时将保证至少 1 名专业技术专家和 2 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内教授联合对每名站内研究生进行指导，从而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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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生水平的快速提升。 

公司现有无人机领域专家团队主要包括： 

（1）符文忠 

符文忠，中国共产党员，高级工程师，1979 年生，山西运城人，2001 年毕业于西北

工业大学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进入航天新光集团设计处工作，从事火箭发动机研制工

作。2003年，进入航天新光集团特种飞行器研究所，从事无人机系统的研制和技术管理

工作，历任设计员、设计室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等职，期间参与总装备部重点型号

立项、研发工作，主持项目控制系统及地面测控系统的研制。该型号的研制成功打破了

国外对我国长航时无人机型号的技术封锁，创造了国内中小型无人机航时与航程纪录（全

负载状态航时 16小时、升限 25000m）并于 2005 年“神舟六号”发射期间，成功完成发

射场区气象探测任务，2010 年，该型号无人机参与了国内首次无人机赴钓鱼岛航测任务，

获总参谋部、国家测绘局高度认可并于 2010年起大批量装备国家测绘局。2013年，航天

科工集团调整产业布局，将集团内无人机研制机构合并成立海鹰航空通用装备有限公司，

调岗至海鹰航空通用装备有限公司历任生产部部长、生产部兼运营服务部部长、副总经

理等职。2017年，作为公安部警航办专家组成员，主持了 3期由公安部开办的警用航空

器专项培训班。 

 

（图：由符文忠主导设计，公司与斗山创新联合研发的 25kg级四旋翼无人机试飞） 

2018年，参与创立陕西嘉创飞航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任公司总工程师、技术总监，

并兼任西北工业大学民用无人机研发中心型号总师。主持参与了多个型号无人机的研发

工作，并参与策划了多项国际级大型活动，如首届国际青少年无人机科学营及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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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基金会航天主题科学营等，得到中国政府网、国务院网站、光明网、新华社、

科技日报、保加利亚通讯社等海内外知名媒体的报道。2020年 6月，嘉创飞航（苏州）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后，符文忠担任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和

研发工作，并辞去西北工业大学民用无人机研发中心职务，在公司全职工作，任公司技

术总监。 

2020年 12月，符文忠代表嘉创飞航（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获评“姑苏创新创

业领军人才”，2021年 12 月，获评太仓市“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2）张中教授  

张中，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二级教授（副校级），中国宇航学会理事。原沈阳航天新

光集团有限公司总设计师、总工程师，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二级教授（副校级），辽宁通

用航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阳市科协副主席。曾任“腾飞一号”无人机系统(中国轻

型无人机续航时间最长记录保持者)总设计师，“天象一号”无人船（中国首套自主航

行无人船系统,应用于青岛奥帆赛）总设计师、现场总指挥，载人航天工程分离机构主

任设计师，“中国雄鹰计划”2013年罗布泊立体科考活动现场总指挥。  

张中教授现在公司全职工作，任公司首席科学家。 

（3）王文滨  

王文滨，毕业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曾任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特种飞行器研究所副

所长。从事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培训工作近二十年，在行业领域有着丰富的工作经

验，主导设计过多款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多旋翼无人机、倾转旋翼无人机、矢

量旋翼无人机等。系民航局国内首批无人机教员，民航局第一批无人机专家委员会委

员，民航局 AOPA 无人机驾驶员考试委任考官。  

王文滨现在公司全职工作，任公司副总经理、生产部部长。 

（4）刘洋教授 

刘洋，中国共产党员，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专

业博士学位，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航空服务教育培训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主持国防基础科研项目、

总装备部预研项目、装备预研重点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63 项目、973

项目等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十余项，发表专利 7 项，学术论文百余篇。 

刘洋教授现任公司技术顾问，负责技术路线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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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保障条件 

 

(图：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校长汪劲松莅临公司视察） 

公司自有研发、生产、测试场地超过 5000㎡，拥有大量包括专业级工作站、云计算

服务器、无人机测试平台、工业级 3D打印机、三维扫描仪、雕刻机、小型加工中心等各

类研发设备，具备良好的科研条件，可满足开展无人机全生命周期科研工作的需求。 

公司与西北工业大学太仓长三角研究院共建智能无人飞行器研发与产业化中心，具

有开展无人机等飞行器研制、制造、试验和仿真相关技术研究的能力，可提供 4-6 个独

立办公室（约 30 平米/办公室）及各类必备的研发设备、器材，用于研究生工作站的工

作开展，完全满足研究生工作站开展相关领域研究的工作保障要求。 

 

（图：公司生产、测试现场） 

合作高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建于 1952 年 10 月，是新中国自己创办的第一批航空

高等院校之一。197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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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1996年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2000 年经教育部批

准设立研究生院；2011 年，成为“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2017年，

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序列。学校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2012年 12 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国民航局签署协议共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8年 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教育部、江苏省共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2年，力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航空宇航科

学与技术三个学科入选新一轮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目前，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工、理、经、管、文等多学科协调

发展，具有航空航天民航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学校现设有 18个学院和 189 个科研机构，

建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3 个、国防科技工业创新中心 1 个、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1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1 个、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1 个、国家工科基础课程

教学基地 2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个。有本科专业 62个、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

33个、博士一级学科授权点 17个、博士后流动站 16个。有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力学

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2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9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2

个，国防特色学科 10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 1958年起开始无人机技术研究，是我国最早开展无人机研制的

单位之一。几十年来为共和国研制了成功研制“长空”、“翔鸟”、“长箭”、“鸿雁”、“飞

鹰”等系列共 29种无人机，填补国家多项空白。荣获全国科技大会奖 2 项，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3 项，先后 2 次荣获中组部等多部委联合颁发的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程突出贡

献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航空宇航推进领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实力，航空宇航推

进理论与工程隶属于双一流学科“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近年来承担了国家多种型号任

务、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军科委先进航空动力工作站、快速支持项目、两

机专项等多种项目。相信校企合作设立研究生工作站能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增强江苏

省在无人机、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交叉领域的竞争力，推动江苏省在此领域的发展。 

3.生活保障条件 

公司将为研究生工作站进站研究生提供宾馆标准间级公寓，公司可使用西北工业大

学太仓长三角研究院餐厅，住宿、就餐便捷，从南京到苏州具有便利的交通，方便研究

生进行相关学习和研究。同时公司将为进站工作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不低于每人每

月 2000元、1000元的生活补助，并设置专项技术创新奖金，积极营造技术创新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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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 

（1）研究生工作站准备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进站 4 名研究生，其中 2 名为研一学

生，2名为研二学生，共有 8名导师（其中 4名为高校导师，4名为企业导师）负责其具

体培养计划和方案。 

（2）对录取的研一学生，在校课程学习之前便对他们进行研究生工作站的人站考核

遴选工作。对入选的研究生，由高校和工作站相互协调，根据实际情况共同确定培养方

案(包括选修课程、学位论文的初步方向等)，且尽量将研究生课程安排在一个相对集中

的时间段来完成。 

（3）人选研究生修满在校课程所需学分后，便直接进入工作站实习，其论文选题工

作直接在研究生工作站完成，他们在研究生工作站中所做的科研项目可直接作为论文的

研究内容，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由企业导师和高校导师共同指导。 

（4）开题和毕业论文的内容可与研究生工作站的研发项目相关，且由于有研发基础

和实践经验，论文的进度和质量由高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负责把控。 

（5）鼓励高校中理论知识深厚、科研能力卓越的教授加入研究生工作站的导师团队。

通过这些教授的加入，既增强了工作站的科研开发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又引起了更多

研究生对进站实习的向往。 

（6）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可通过工作站的网络平台了解项目开展进度，及时与研

究生工作站沟通，完成相应的文献查阅和数值模拟等工作。 

（7）培养对专业技术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在工作站表现优异的研究生，

还有被企业聘用以及推荐工作的机会。 

（8）毕业论文答辩的最后半学期，研究生结合自己在工作站从事的科研工作内容，

撰写毕业论文，返校准备论文答辩和找工作等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