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司局函件

关于征集水专项"十三五"科技需求的通知

教技司 (2014J 305 号

各部属高校:

根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水

专项)管理办公室《关于征集水专项"十三五"科技需求的通知》

(水专项办函 (2014J 62 号)的要求，为配合做好水专项"十

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现向各部属高校公开征集水体污染控制

与治理"十三五"科技需求。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

一、指导思想

"十 三五"期间，水专项将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贯彻

流域山水林田湖和谐发展思路，进一步聚焦"三湖三河" (太

湖、滇池 、 巢湖、辽河、海河、淮河)等重点流域，贯彻流域

统筹和水质目标管理，在"十一五"、 "十二五"成果基础上，

紧密结合国家水污染治理重大工程和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实

施，开展流域水污染治理和管理技术综合调控，支撑实现重点

示范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二、科技需求征集内容和渠道

本次需求征集分为 3 个层面开展 ， 其具体内容和要求如下 :

( 一 )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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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内容:面向国家水污染治理战略要求，结合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和"十三五"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提出管理

需求方案。

2 .推荐渠道:此类需求建议可报送我司，由我司进选汇总后

报送水专项办。

(二)流域层面

1.需求内容:依据水专项实施方案确定的专项在重点流域的

目标和定位，制定重点流域"十三五"水污染问题系统解决的

"科技需求方案"。方案需明确"十三五"重点流域水质改善、

饮用水安全保障和水生态保护目标，以水专项"十一五"和"十

二五"相关工作为基础，分析流域水环境问题、趋势及治理要

求;提出"十三五"的目标及相应技术需求;明确任务实施的

保障措施，突出与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大治污规划和

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的衔接及相关配套政策、资金和依托工程

的落实。

2.推荐渠道:此类需求建议应按需求对象的属地原则报送重

点流域有关各省市水专项领导小组(具体包括:北京市水务局，

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重

庆市、云南省环保部门)。相关省级水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将

统筹重点流域专家组和相关部门，进选推荐并组织攻关团队?

制定科技需求方案。

(三)技术推广与产业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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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内容:以水专项"十一五"、 "十二五"研发的关键

技术、产品/装备为基础，按照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创新链完善

资金链的要求，提出技术、产品/装备系列化、标准化和规模化

的方向，以重点流域为主开展技术集成、应用和推广，并提出

实现产业化目标的创新机制与模式。形成"技术推广与产业化

科技需求方案。

2.推荐渠道:此类需求建议应通过重点流域有关各省市水专

项领导小组或国内相关环保企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进选

推荐。

三、具体要求

1.科技需求的提出应紧紧围绕国家水污染治理、饮用水安全

保障和水环境管理重大瓶颈问题，突出目标和问题导向，符合

水专项"十三五"总体要求和定位，紧密结合水专项"十一五"、

"十二五"的研究成果。

2.请认真研究并明确所提需求的类型并选择相应推荐渠道。

其中拟通过我司推荐的国家层面管理需求建议，请按要求编写

科技需求方案，于 12 月 5 日前将纸质材料 (A4 纸， 2 份正本)

和电子版送达我司基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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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田字， 010-66096301 , kjsjcc@moe.edu.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5 号南楼 413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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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专项"十三五"科技需求建议提纲

(国家层面管理需求)

一、国家层面重大管理需求分析和主要内容

二、 2020 年目标

三、主要任务分解

四、技术瓶颈分析

五、已有工作基础和技术积累

六、同相关计划、规划的结合情况

七、推荐高校意见(盖章)

八、教育部科技司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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