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航海学会

2023 年 5 月 6日

中 国 航 海 学 会 文 件

航学发〔2023〕60 号

关于印发《中国航海学会优秀航海科技论文奖

评选细则》的通知

各地方航海学会、各分支机构、各位会员、广大航海科技工作者：

为规范中国航海学会优秀论文奖评选工作，提升航海科学技术研究

水平，鼓励广大航海科技工作者创新研发，强化学术道德建设，促进航

海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实施，根据《中国航海学会

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特制定《中国航海学会优秀航海科技论文奖评选细

则》（详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予以落实。《中国航海学会

优秀论文评选办法》（航学发〔2013〕73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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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海学会优秀航海科技论文奖评选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航海学会（以下简称“本团体”）优秀航海科技论

文奖评选工作，提升航海科学技术研究水平，鼓励广大航海科技工作者创

新研发，强化学术道德建设，促进航海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服务海洋强

国战略实施，根据《中国航海学会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特制定本评选办法。

第二条 航海科技论文包括：

（一）航海科学技术领域理论研究文章；

（二）对航海科研和生产实践经验总结并有理论提升的文章；

（三）关于航海新技术开发或新技术应用的文章。

第三条 本团体秘书处每年度组织开展一次优秀航海科技论文奖评选

活动。

第四条 优秀航海科技论文奖的参评范围原则上以未发表的论文为主。

第二章 评选条件

第五条 优秀航海科技论文评选条件：

（一）具有创新性、学术性和实用性；

（二）符合学术道德规范；

（三）立论正确、内容清晰、逻辑严谨、撰写规范，符合文字、篇幅、

份数、交付时间和交付方式等方面的要求；

（四）论文满足最新版国家标准《学术论文编写规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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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者参加论文评审答辩。

第三章 评奖等级标准

第六条 优秀航海科技论文奖授予深入揭示航海科技发展规律、航海自

然规律，系统阐述航海理论和安全、环保、高效、可持续技术方法，科学

总结航海生产实践活动并在创新性、学术性、实用性、规范性等方面均达

到优秀水平的论文及其作者。优秀航海科技论文奖共划分三个等级，即：

（一）一等奖：理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在学术或科

技界有望产生较大影响力，研究成果有望在较大范围内得到应用，一旦应

用于实践可望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者；

（二）二等奖：理论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在学术或科技界有望产生一

定影响力，研究成果有望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应用，一旦应用于实践可望取

得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者；

（三）三等奖：理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在学术或科技界有望产生一

定影响力，研究成果有望得到应用，一旦应用于实践可望取得一定经济效

益或社会效益者。

理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学术或科技界有望产生巨大影响力，研究

成果有望在大范围内得到应用，一旦应用于实践可望取得巨大经济效益或

社会效益的，可以评特等奖。

第四章 评奖数量

第七条 各评奖等级的论文数量按照第三章所述标准根据每年度参评

论文（即通过各专业委员会、地方航海学会等论文征集机构初评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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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达到的学术水平确定。各等级授奖数量通常按如下标准控制，并可根据

实际投稿论文数量和质量进行适当调整：特等奖与一等奖数量合计一般不

超过参评论文数量的 8%（其中特等奖数量不超过 2 个），二等奖、三等奖

数量一般各不超过参评论文数量的15%。

第五章 论文评审专家委员会

第八条 论文评审专家委员会的职责和组成

（一）论文评审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由本团体组建，负

责优秀航海科技论文奖的评选工作。秘书处根据论文征集情况拟定评委会

及各专业组评审专家名单，报理事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成立。

（二）评委会由航海各相关学术领域的技术专家组成，专家原则上应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委会设置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

原则上由本团体常务副理事长担任。评委会委员数量不少于 7人（单数）。

评委会下设专业组，每组至少三位专家，设组长一名。

第六章 评选程序

第九条 论文征集

本团体每年度发放征集学术论文的通知，对投稿论文提出相应要求，

通过学会官网等途径向社会广泛征集论文。作者按本团体要求的时限，将

撰写的论文以电子方式按照通知要求提交到本团体秘书处、或各专业委员

会或地方航海学会等征集机构。投稿论文不应含有危及国家和行业安全的

内容，不应涉嫌抄袭、剽窃行为，因作者方面原因发生泄密等危害国家、

行业安全或侵权行为时，其作者应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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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论文初评

（一）论文的初评委托专业委员会和地方航海学会开展。各专业委员

会和地方航海学会负责各自征集到的论文初评，秘书处征集到的论文将根

据论文的领域或者地域分发到相应的专业委员会或地方航海学会进行初评。

（二）各初评机构组织专家从论文的创新性、学术性、实用性、规范

性等方面予以初评。初评专家应为论文所属专业领域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的专家，并经征集机构认定。每篇论文至少由两位专家初评，专家参

照第三章所述的授奖标准对论文进行量化评分并提出审稿意见。各初评机

构向秘书处提交初审情况书面报告，内容包括：论文初评工作组织方式、

参评专家名单、推荐入围论文名单、排序结果以及审稿意见等。

（三）秘书处收到报告后，组织对推荐论文进行审核，主要包括规范

性和重复率等，并形成入围论文建议名单的书面报告，提交论文评审委员

会复核。复核通过后，秘书处发布学术年会入围论文的通知，入围论文作

者一般需参加该年度中国航海学术年会进行交流和答辩。

第十一条 论文分组评审

秘书处按照专业领域不同，将入围论文分配到若干专业组，作者在中

国航海学术年会期间进行交流和答辩。每组安排不少于三位评审专家进行

现场评审，并对本组论文进行量化评分，由专业组组长主持。各组评审专

家根据评分情况，推荐本组获奖候选论文。

第十二条 论文终评

论文分组评审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召开优秀论文终评会，终评会由评

委会主任委员主持。各专业组汇报本组推荐的各等级候选论文名单，并简

要介绍各篇论文的核心内容和推荐理由。评委会全体专家进行充分讨论后，

根据拟定的各等级授奖数量，以投票方式评选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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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论文。其中，特等奖和一等奖得票数须达到总票数的 2/3；二等奖、

三等奖得票数须超过总票数的 1/2。

第十三条 评选结果审定、公示及发布

评委会评审通过的评选结果，经理事长办公会审定后，通过中国航海

学会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任何组织或个人

对论文评选结果持有异议的，应在获奖论文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实名向本

团体秘书处提出，本团体秘书处负责异议的处理。公示期满，由本团体秘

书处公布优秀航海科技论文奖获奖名单。

第七章 获奖论文表彰

第十四条 本团体对获奖论文颁发“中国航海学会优秀航海科技论文”

证书并予以奖励。

第十五条 对于尚未发表的获奖论文，经论文作者授权同意，在本团体

主办期刊或其专刊（中国航海科技优秀论文集（××年））出版发行，以示

鼓励。

第十六条 本团体建议各单位对其获奖论文作者予以奖励，及对其继续

开展相关研究和参与学术交流活动予以支持。同时，本团体鼓励各会员单

位将作者获奖情况纳入个人评价中。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航海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国航海学会优秀论文评选

办法》（航学发〔2013〕73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