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中交通管理学院 

空中交通管理学院概况   

空中交通管理学院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从事民航空中交通管理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师

资力量雄厚、专业设置合理、教学设备先进、教学管理严格、教育质量优异的中国民航交通

运输领域高层次管理人才和工程人才培养基地。空管学院现有硕士研究生 260 人，教职员工

120 多人，90%以上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近半数教师拥有高级职称，持有民用航空相关行

业执照，并能实施双语教学。近 5 年有 60 多人次前往国外接受过各类专业培训。 

科研平台及创新实践基地 

空管学院教学实验设施先进，目前拥有 3 个创新实验中心，11 个专业实验室，总面积

6000多平方米，设备价值近亿元，“交通运输航行实验中心”是四川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航空公司运行控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是四川省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空

管自动化模拟系统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为四川省重点学科，交通运输

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民航空管运行和安全领域创新团队”是民

航局科技创新团队，空管教研室被评为四川省级教学团队，空中交通管制系列课程和航空气

象等课程被评为四川省精品课程。 

国际合作 

学院重视对外交流，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拓展国际化办学道路，支持中青年教师赴国外

学习，提升教学科研能力。近 5年，100多名优秀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赴英国、美国和新西

兰学习和交流。有多名研究生代表中国民航赴加拿大国际民航组织总部（ICAO）实习。 

就业情况 

学院研究生就业单位主要集中在民航各空中交通管理局、国内外航空公司、科研机构、

院校和机场。我院研究生一直保持着 100%的高就业率。学院先后与我国 30多个空管局及分

局、10多家航空公司和 20多个机场集团开展校企合作，建立合作培养研究生基地，可为学

生实习与科研实践提供支持。空管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46人，具体就业去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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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类型 

1、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术型硕士）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二级学科下设三个研究方向: 

 空中交通管理 

空中交通管理方向主要面向建设新一代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提高空中交通管理的软硬件

水平、保障空中交通安全和顺畅、提高空域资源使用效率、实施飞行流量优化控制等领域。

学院在本方向专兼职导师共有二十余位，教学科研水平处于国内民航领先地位。近 5 年来，

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教学研究项目 25项，主持或主研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36项，涉及科

研经费超过千万。 

 空中交通运行环境 

空中交通运行环境方向主要面向探索飞行大气环境规律，通信导航监视（CNS）运行，

改善航行保障方式，提高飞机运行的环境安全水平，为增强航空公司运行控制能力而进行人

才培养。本研究方向有 8位教授、副教授从事航空气象的教学与研究，已经在民航领域具备

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参与的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等。针对该方向研究生，学院新建立了飞行环境数值模拟与天气分析实验室。 

 航空运行管理 

航空运行管理方向主要面向研究航空运行控制中的签派程序与方法，提高飞机运行的环

境安全水平，增强航空公司运行控制能力而进行人才培养。本研究方向有 6位教授、副教授

从事航空运行管理、通信导航监视的教学与研究，已经在民航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近 5 年来，主持或主研科研项目 20 余项，涉及科研经费超过 400万。其中获省部级以上教

学成果奖 5 项，发表论文 180多篇，出版教材和专著接近 20 余部。该方向有飞行服务管理

实验室以及执照培训考试中心。 

2、交通运输（专业领域硕士） 

2014 年，空中交通管理学院新增交通运输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主要培养适应我

国民航发展需要，掌握民航相关的新技术、新理论和新技能，具备扎实的工程实践能力、技

术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空中交通管理学院针对该专业硕士点

在以下 3个方向开展人才培养工作：（1）空中交通管理培养新航行系统技术应用、空域规划、

流量管理、空中交通管制和航空情报服务等方面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2）航空运行控制及

综合交通运输技术为航空公司培养运行控制、航线设计、性能分析、运输组织和航行保障等

方面的高级应用型人才；（3）通信导航监视主要研究涉及民航地空通信、导航监视技术、电

磁干扰和电磁环境等多个方面，该研究方向有助于航行新技术在民航的应用，保障空中交通

管理、航空公司和机场的安全运行。  

该专业学位的培养模式采用课程学习、工程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本专业

学位采取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即由校内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导师与校外业务水平显著的专

家联合指导。以职业需求为导向，建立课堂教学、现场实践、技能应用相互连接的“三位一

体”的人才培养体系。 

学科带头人 

潘卫军教授，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博士，国家空管委专家，四川

省优秀教师，综合交通运输智能化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战略咨询委员会专家，四川省学

术科技带头人后备人选，国际民航组织英语考官。主持和参与国家 863项目、国家空管委、

科技部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项，获得省部级奖励 8项，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主编和参编教材专著 10部。主要研究方向为空管监视及其自动化，民航应急搜救体

系，民航安全信息系统。  



朱代武教授，硕士生导师，民航中青年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教学名师，教育部高等学校

航空运输与工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航空运输协会航电与空管分会委员。近年来，牵头

完成空管课程获四川省精品课程，航行实验室入选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交通运输专业入选

国家级特色专业，交通运输与管理硕士专业入选省重点学科，空中交通管制教研室入选省高

等学校教学团队等。主要参加省部级以上项目 30余项，863面上课题研究 1项，国家空管

委项目 3项，承担 10余个机场 PBN飞行程序设计等，曾获省部级一等奖 1次、二等奖 2次、

三等奖 4次。承担本科和硕士专业的 9门课程教学任务，主编或参编并公开出版教材 7部，

发表论文 30余篇篇。 

王永忠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空中交通运行环境。多年来主持完成 10 余项科

研项目，参与编写教材和行业规范 3部，参编的《航空气象》教材获中国民航总局“教材奖”

一等奖，发表学术论文 30多篇，出版专著 2部。已指导毕业硕士生近 20人。第五届全国优

秀青年气象科技工作者。四川省“气象标准”专家。 

 



 

 



 

 

 

 

相关联系方式如下：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网址：www.cafuc.edu.cn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研究生处网址：http://yjs.cafuc.edu.cn/ 

研招科邮箱：yzk@cafuc.edu.cn 

单位代码：10624 

通讯地址：四川省广汉市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研究生处招生科 

/


邮政编码：618307 

传真：0838－5183046 

联系电话：（0838）5183046   （0838）5183983 

各研究生招生二级学院联系方式： 

空中交通管理学院：182000290239（姚老师） 

                 （0838）5182514（程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