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科产学研字 匚⒛1O〕 199号

2θ11年广东省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 (委 ),各有关高校,各有关单位 :

为进一步深化广东省与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中国科学

院和中国工程院
“三部二院一省

”
的产学研合作,有效集聚国内

外的创新资源,合力解决制约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共

性、核心和关键技术问题,推动我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

设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科学发展。根据国家和广东省科技发展规

划和 《省部院产学研结合发展规划 (⒛11~⒛15年 )》,在广泛征

求广东各地级以上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国 内各有关高校、中科

院院属研究所和企业等单位意见和建议基础上,经专家论证,编

制本专项申报指南。

一、申报内容

㈠ 重大科技专项及重点科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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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

改造提升传统和优势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突破一批

制约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瓶颈和关键共性技术,结合各地市

区域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组织实施一批产学研结合重大科

技专项及重点科技项目,积极推动新经济增长点的快速成长,有

效促进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专题名称:电子信息领域 (专题编号:O901)

通过先进电子信息技术、核心器件及关键设各的研发,进一

步增强广东省电子信息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技术和战略产品,推动信息产业走向

高端,促进广东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大省向强省转变。主要内容

包括 :

1.芯 片及电子元器件。主要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式

CPU、 移动互联网设各主控芯片及整机解决方案、卫星导航专用芯

片及终端设各的研发及产业化、固态硬盘控制器芯片及接口技术

的研发及产业化、嵌入挠性线路印制电路板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等。

2.物联网。主要支持物联网信息采集与数据服务的关键技术

和软硬件产品研发、移动物联网关键技术、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及

室外无线传感器网络关键技术的研发及其行业示范应用。

3.网 络与通信。主要支持光通信核心器件、下一代移动互联

网关键技术、基于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设各、终端产品研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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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三网融合关键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智能网络监控技术研

究及应用、面向智慧城市的智能交通关键技术及产品开发、多媒

体集群无线接入系统研发及产业化等。

哇。软件与信·忽安全。主要支持云安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

发、3D云媒体关键技术及产品、无线网络与移动通信安全关键技

术开发及应用、公共安全评价与预警系统、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的

高性能计算和网络存储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业设计及动漫创

作等创意产业的支撑软件开发及应用、数字仿真技术开发及应用

等。

5.新型显示技术。主要支持 OLED材料、器件制各关键技术

与产业化、OLED封装、测试工艺与设各研制及产业化、OLED显

示器件驱动芯片设计与产业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容触摸屏

技术及其控制模组的研究与产业化等。

专题名称:先进制造领域 (专题编号:∞02)

通过先进制造技术、核心部件及关键装各的研发,为传统制

造行业升级、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新兴产业布局优化提供基础支

撑能力,进一步增强广东省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自主知识

产权和核心竞争力,巩固产业集群优势地位,促进广东从
“
制造

大省
”

向
“
制造强省

”
的转变。主要内容包括:

1.重 大装备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主要支持高端高速精密

加工中心的研究及产业化、高性能驱动与控制新技术的研究与应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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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 能源汽车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主要支持新能源汽车

动力总成开发平台、高性能高可靠性纯电动车整车控制器、新型

电机驱动系统、整车轻量化设计与制造等方面技术的研发。

3.运输装备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主要支持数字化造船关键

技术研发、轨道交通智能化信息技术及装各研发、汽车制造领域

的高端装配与智能检测装各研究及产业化等。

哇。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主要支持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

的控制、设计与制造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专题名称:环保节能与新能源领域 (专题编号:O903)

突破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及智能电网等节能技

术发展的瓶颈,研发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各,实现太阳能、

海上风电、新型生物质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升新能源领域的核心

竞争力。主要内容包括 :

1.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主要支持太阳能、风

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产品开发及应用示范。

2.智 能电网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主要支持智能电网负荷

预测、智能电网中的继电保护系统、配电网保护测控综合智能系

统等技术研究及应用。

3.节 能减排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主要支持智慧城市节

能监管体系、典型行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关键技术、白色家电智能

节电控制关键技术等的研究及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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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保护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主要支持基于智能组件技

术和 CAN总线的移动环境监测系统研发与应用、机动车尾气先进

高效催化净化工艺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究和产业化等。

专题名称:生物技术与医疗器械领域 (专题编号:O904)

面向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进行攻

关,有效提升我省在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自主技术创新能

力与国际竞争力。重点支持传染病、肿瘤等重大疾病新型临床诊

断试剂及自动化检测分析仪器的研发及产业化,新型人体生理/病

理信号监测技术和监护设各、诊断微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

专题名称:新材料领域 (专题编号:0905)

按照高性能化、环境友好化、轻量化、低成本化的发展方向,

围绕新材料开发、制造和应用中的关键技术和产业化共性技术 ,

通过研发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各

和新产品,为 我省电子信息、新能源、陶瓷和金属加工及装各制

造等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主要内容包括:

1.新 能源产业关键材料技术研究及产业化。主要支持太阳能

光伏和光热组件关键材料、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关键材料的技术研

发与产业化。

2.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与产业化。重点支持石化产业和电子

信息产业的绿色、超净、高纯产品的开发与应用。

3.新型功能材料的研究及产业化。主要支持应用于生物医学、

环境保护、建筑节能、装各制造、核能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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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专题名称:现代农业和海洋产业领域 (专题编号:09O6)

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围 绕农业生物

技术、农产品和食品安全、农业生态循环等领域开展共性关键技

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级。针对广东

海洋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和产业化瓶颈,开展海洋生物资源

开发利用,促进海洋新兴产业发展。主要内容包括 :

1.食品加工关键技术。主要支持传统食品产业的现代加工技

术提升研究与示范、南亚热带和热带果蔬节能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与产业化、农产品加工废弃物转化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等。

2.农产品和食品安全检测与风险评估技术。主要支持农产品

及食品安全溯源、监测、预警、生产和加王过程安全控制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示范。

3.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主要支持海洋生物功能制品

的制取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㈡ 产学研引导项目。

面向广东省重点发展的各领域,围绕企业技术创新和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难题组织申报。该专题对项目申报内容和方

向不作具体要求。

㈢ 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和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面向产学研结合示范县 (区 )和 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共

同建设面向区域优势产业、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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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院与专业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

新能源汽车、物联网、新材料、

等领域设立创新平台。

配合重大专项的实施,重 点支持

软件测评、装各制造、制造服务

㈣ 企业科技特派员王作站建设项目。

重点支持有较好省部、省院合作王作基础的大中型企业、高

校与地方合作建立的研究开发院、省级专业镇、省级以上高新区、

产业转移园区等引进多家高校、研究院所的企业科技特派员,建

立多学科、多领域合作、长期服务于企业的特派员王作站,凝聚

一支高层次、高水平、稳定的企业科技特派员创新团队,形成企

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长效机制。

⑾ 院士王作站建设项目。

重点支持省内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有条件的专业镇

及高新区等科技园区,以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为导向,引 进省内

外院士及其创新团队作为技术核心,组建广东省院士工作站,联

合攻克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促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二、申报要求

项目申报除符合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的总体要求外,还

须同时符合以下要求:

㈠ 申报项目必须以注册地为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为申

报主体与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的形式进行联合申报 (申 请

省部产学研专项须有高校参与,省院合作专项须有中科院院属研

究机构参与),鼓励企业与港澳、国外大学、国际研究机构的高水

土
⌒
 
兮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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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科研团队联合申报,联合申报单位之间须签订合作协议。

㈡ 申报项目的实施期限原则不超过两年,并须有明确、量化

的技术指标和项目实施期末的经济考核验收指标,各方任务分工

和研发进度明确,经费预算合理,知识产权归属清晰,具有优势

互补、强强联合的特点,具各良好的前期研究开发基础和产业化

生产条件。引导项目完成时须申请并公开发明专利 1项 以上,项

目研发形成的产品须列入国家或省的重点新产品计划。

㈢ 项目负责人原则上须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年龄ω

岁以下,具有完成该项目所需的相关专业基础知识、产业化经历

和组织协调能力。同一项目完成人当年度只可申请 1项省部或省

院合作项目,省部或省院合作项目在研项目合计超过两项的负责

人原则上不能申请 2011年项目。

lml重 大专项项目申请经费原则上不超过 1500万元;重点项

目每项申请经费原则上不超过 ⒛0万元;引 导项目每项申请经费

原则上不超过 100万元。

⑾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企业科技特派员参与的团队与入

驻企业联合申报的项目;优先支持产学研创新联盟、产学研结合

示范基地和国家级创新平台及其在粤分支机构申报的项目;优先

支持与港澳、国外大学、国际研究机构高水平团队联合申报的项

目;优先支持产学研合作联合申报国家
“
十二五”

科技规划的
“
8“

计划
”、“

支撑计划
”

与
“
核高基专项

”
等国家重大专项通过项目

可行性论证的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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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论证的项目。

㈥ 项目实施地的各级政府须投入不少于 1△ 的财政配套资

金,参与项目申报的单位须投入不低于本项目获得资助经费总额 3

倍以上的自筹资金。项目申报时须提供相关财政资金配套证明和

自筹资金承诺证明。

㈦ 在同等条件下重点支持条件成熟的专业镇根据镇内特色

产业组建产学研创新联盟或加入已有的相关产学研创新联盟,在

产业基础好、重视产学研合作的专业镇设立产学研创新平台或创

建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鼓励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中心

在专业镇的创新中心或企业设立分实验室或分中心,在有条件的

专业镇建立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或院士工作站。

㈧ 本年度项目受理将进行形式审查,不符合本指南申报要求

和资助范围、重复申报、一题多投及合作协议不落实的项目均不

予受理。

三、组织形式

㈠ 各地市、高校、科研机构要做好项目申报的组织协调工作 ,

突出重点,认真筛选和推荐优秀项目,避免重复申报。

㈡ 项目申报采取定向组织和自由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

中:重大专项由省部产学研办、省院合作办会同各地市、高校和

科研机构的科技主管部门,在优化配置、整合资源、形成强强联

合的基础上组织申报为主;重 点项目由各地市、高校、中科院院

属研究机构科技主管部门组织筛选后申报为主;引 导项目以自由

0
 

一勹

 
翁

 
亠盲

〓
只

 
刍

`

·`
 
 

义
二

9-



申报为主。

㈢ 项目申报统一通过网上申报,省部产学研办、省院合作办

将组织专家按照重大专项、重点项目、引导项目三个层次分开评

审,分别择优立项。各层次落选项目不跨层次纳入其他层次项目  ,

的立项范围。                        、

四、申报时间

㈠ 各申报单位通过网上提交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为:zO11

年 1月 14日 下午5点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网上审核推荐的截止时

间为:⒛11年 1月 9~O日 下午 5点 。书面申报书请于⒛11年 1月

乃 日前交到广州市连新路 171号科技信 `急
大楼 1楼广东省科技厅

业务受理窗口。请各有关单位、有关部门按时提交申报材料。

㈢ 本专项申报指南中的
“㈢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和创新平台

建设项目、lEll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建设项目、⑾院士工作站建

设项目
”

的组织申报时间另行通知。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张开升,0⒛S3163947、 曾 颢,09~O81633弘

张志彤,020831“ 387、 李 02083163819

锈科

》0年艹二督丿四日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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