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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建议征集工作的通知

国科发资〔２０１５〕５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单位，各有关单位：

２０１５年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

改革的方案》（国发〔２０１４〕６４号’以下简称国发６４号文件）的开局之年，是全

面完成‘‘ˉ｜ˉ二五’’科技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启动面向‘‘十三五′’科技重点任务部

署的关键之年。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按照国发６４号文件的总体要求’结合“ˉ｜ˉ三五′′

科技创新规划战略研究工作，现面向各部门（行业）、各地方及有关单位，开展

′′ˉ｜ˉ三五’’优先启动的重点研发任务建议征集工作°对于符合条件的任务建议，按

程序凝练统筹并报批后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给予支持，２０１６年启动实施°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及组织实施方式

国发６４号文件明确要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茎｜发６４号文件明确要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遵循研发和创新活动的规律

和特点’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等 0 整合形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面向事关国计民生需要长期演进的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以

及事关产业核心竞争力｀ 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学问题、重大共性

关键技术和产品 0 重大国际科技合作，按照重点专项的方式组织实施， 加强跨部门｀

跨行业、跨区域研发布局和协同创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领域提供持续性

的支撑和引领。

重点专项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实施的载体’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围

绕解决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和突出问题、以目标为导向的重大项目群。重点专

项要针对不同研发任务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全链条创新设计’—体化组织实施；要日

标具体｀边界清晰、周期明确；要强化项目、人才与基地建设的统筹°

科技部、财政部正在根据国发６４号文件精神’研究制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

办法和经费管理办法°初步考虑，管理流程将包括：

—面向各部门（行业）、各地方及有关单位征集重点研发任务建议；

´



—根据国家重大部署和研发任务征集情况，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等’

按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中央及地方财政和企业共同投入的原则，

凝练提出重点专项动议’并根据竞争择优原则’避选提出相关专业机构建议；

—提请战赂咨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对重点专项动议提出咨询意见’据此进—

步修改完善’形成重点专项建议；

—提请部际联席会议审议重点专项和相关专业机构建议’审定后按程序报批；

—对经批准的重点专项’编制细化实施方案’统－发布年度项目申报通知’

并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后续组织实施工作；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的各个环节，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重点专项

组织实施的协调保障和监督评估’确保完成重点专项的既定目标和任务°

为做好《‘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任务部署’将依掘上述流程和相关经费

预算安排’形成一批“十三五’’优先启动的重点专项’在２０１６年组织实施°

二、本次征集的重点方向

目前’各部门（行业）、各地方正在开展“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战赂研究工

作’并已初步形成了－批重点任务。请按照国发６４号文件的精神和要求，结合本

部门（行业）、地方《‘十三五’’规划战略研究’进＿步凝练需求、聚焦重点，从以

下几个方向提出“十三五’’优先启动的重点研发任务建议’作为形成重点专项的重

要基础°其余未涉及的’将根掘“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明确的重点方向再次广泛

征集．

１．支撑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点研发任务’包括粮食丰产提质增效、农业面源

污染防控、农田重金属污染修复，智能农机装备、畜禽养殖安全、食品加工贮运，

海洋渔业′林业资源高效利用’以及宜居村镇等方面的基础前沿研究、重大共性关

键技术（产品）开发及应用示范；

２·支撑引领节能环保和新能源发展的重点研发任务’包括煤炭清洁高效燃烧、

转化及排放控制，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核能与核安全’以及智能电网等方面的基

础前沿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产品）开发及应用示范；

３．支撑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研发任务，包括智能制造、重点基础材料和新

材料、精密基础件和通用件｀极端制造工艺、重大成套装备’大数据与云计算、宽

带通信与物联网、网络信息安全、遥感与导航’以及科技服务业和文化科技创新等

方面的基础前沿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产品）开发及应用示范；

４。支撑引领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的重点研发任务’包括水安全｀土壤安全、生

态修复、有毒有害化学品治理，深地、深水等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废弃物资



源化，海洋工程装备’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瞥、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基础前

沿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产品）开发及应用示范；

５．支撑引领人口健康发展的重点研发任务，包括重大疾病防控、疫苗研制、药

物早期研发、中医药现代化、生殖健康、体外诊断、生物医用材料、移动医疗，重

大化工产品生物制造’以及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基础前沿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产品）开发及应用示范；

６．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创新发展的重点研发任务，包括智慧城市、绿色建筑及

其工业化，综合运输与智能交通、轨道交通’以及公共安全保障与应急救援等方面

的基础前沿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产品）开发及应用示范；

７ｏ面向国家战赂需求的基础研究’包括纳米、干细胞、蛋白质、发育与生殖、

量子调控和全球变化等方向的重大科学研究，能够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优势的前沿

研究’未来１０年可能产生颠覆性技术的前瞻性科学研究’以及探空、深海、深地｀

深蓝等战略性科学研究等方面；

８．重大国际科技合作’包括对于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具有重大关键作用、已纳入

或应纳入双多边政府间合作协议的重大科技合作任务』应纳入双多边政府间合作协议的重大科技合作任务，共』性关键技术转移国际合作

务’以及发起或参与国际重大科学工程等方面的合作任务°

三、工作要求

请各部门（行业）、各地方以及各有关单位做好优先启动重点研发任务建议征

任

集的组织和推荐工作』 具体要求如下；

１·深入研究和科学论证。各部门（行业）、各地方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需求，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提出重点研发任务建议’组织专家做好重点研发任务建

议的系统论证’从基础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的纵向创新链以及横向

协作的产业链进行全链条一体化设计°注重加强与科技重大专项的衔接’避免重复

交叉°

２重点研发任务建议应符合以下要求：一是边界清晰，５年内的任务目标应具

体明确；二是清晰说明需要攻克的关键科技问题、商业模式创新、预期达到的目标

和成效’并综合考虑预期可形成的产业、产品、服务及其市场（应用）前景；三是

提出解决科技问题的组织方式、工作机制和保障措施的建议’强化项目、人才、基

地建设的统筹；四是提出预期解决科技问题经费投入的考虑’包括中央、地方财政

资金以及相关渠道资金°

３，如推荐的重点研发任务建议超过１项’请结合各方意见’避选出共识度高、

前期基础好的任务’按照优先度和重要性进行排序°每项重点研发任务建议的文字

材料不超过５０００字°



四、征集方式和时间

（＿）网上填报°

请各部门（行业）、各地方以及有关单位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项目申报

中心（ｈｔｔｐ：／／ｐｒＯｇｒａⅢ．ⅢｏＳｔ．ｇｏＶ·ｃｎ）统一填报°网络填报的受理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２

月２７日１０：００至３月２６日１５：００。

技术咨询电话：０１０ˉ８８６５９０００。

技术咨询邮箱：ＤｒｏＲｒａ∏］＠∏ｌｏＳｔ．ｃ∏。

（二）推荐材料报送°

网上填报提交后’请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０日前（以寄出时间为准）将加盖公章的

推荐函（纸质，－式５份）、重点研发任务建议清单（网上通过系统直接生成打印』

纸质，＿式５份）寄送至科技部信息中心’请不要现场报送°

寄送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木榔地茂林居１８号写字楼，科技部信息中心协调处’

邮编：１０００３８°

联系电话：申老师’０１０ˉ８８６５４０７４。

（三）业务联系。

联系人：李春景’赵静°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８８８１６６２’５８８８１６７７°

附件：Ｌ

2

重点研发任务建议填报信息表

重点研发任务建议文字材．料格式

３．霞点研发任务建议清单

科技部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３日



附件］

重点研发任

务建议名称

领域特征

（可多选）

研发阶段

（可多选）

国际合作

实施年限

预期所需资

金

（万元）

推荐渠道

重点研发任务建议填报信息表

□信息与空间 □农业

□人口与健康（生物医药）□交通运输
□材料 □城镇化

□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能源 □公共安全

□资源环境 □其他

□海洋

□基础前沿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应用示范

□全链条创新设计

□其他

□拟开展（国别：—）□无相关需求

总量资金：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资金：

□部门□地方□行业协会

ˉ－其他



简介

简要说明启动该重点研发任务的重要意义｀我国的研究基础与

国外的差距、任务部署的考虑｀预期成果形成及产业化前景等》不
字

005
过超



附件２

重点研发任务建议文字材料格式

重点研发任务建议的名称

－、重要意义

组织开展该重点研发任务的重要意义』组织开展该重点研发任务的重要意义’如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在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瓶颈问题等

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研究基础

关于国内外发展现状与趋势’如与该项研发任务相关联的上下游产

业链与产品、国际研究前沿｀我国当前具备的研究基础、与国际

以及我国开展该项研发任务的优势、创新点及产业化前景。

三、总体目标与重点任务

关于总体目标与任务部署的考虑’如着重在基础前沿部署

的差距

｀重大

共性关键技术开发部署、应用示范上开展部署’或者围绕任务目标开

展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部署．对需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任务作

出专门说明°

四、预期成果形式

预期取得的知识产权、技术标准以及商业模式’重点要说明预期

形成的产业、产品及其市场应用前景·

五、组织保障

预计所需资金的考虑’包括总量资金、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和其

他渠道资金等°提出组织各方力量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以及跨部门、

跨区域的政策与组织保障需求ｃ



附件３

重点研发任务建议清单

推荐单位（加盖公章）： 联系人： 电话：

优先度排序 重点研发任务建议名称 所属领域

注：１·如推荐单位提出的重点研发任务建议超过１项，请根据组织实施的优先度排序

２．此表单由系统自动生成°

总资金

（万元）

中央财政资

金（万元）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