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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优化提升方案

一、相关背景

2019 年 3 月 14 日，市政府印发《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实施方案》（穗府函〔2019〕43 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明确了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的总体思路、重点支持方向和组织管理

方式，为我市组织重大技术攻关提供了工作遵循。《实施方案》

实施四年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

生物医药与健康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成果；在项目组织方式上进行

了一些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作，提

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

制，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以及“出题人”“答题

人”“阅卷人”作用，促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健康成长，不断提

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

科技创新中心。

广州先后制定了《广州市构建“链长制”推进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穗厅字〔2021〕17 号），发布了 21 条重点产业链

首批“链主”企业清单，要求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单位的“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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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带动作用，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制定了《广州

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核心技术攻关的任

务目标。

二、优化提升思路

在《实施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引领支撑作用，鼓励科技企业和医疗机构，

承接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促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持

续推进产学研合作，引导社会资本加大研发投入。

坚持总体布局。以《广州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科技

重点领域为统领，围绕我市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

落实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部署，加强与市产业链链主单位的互

动，根据产业创新资源、技术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基础等，分类、

分年度组织科技攻关。

突出主体地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

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科技龙头企业在产业链跃迁中“挑大

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健全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创新项目

资助机制，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发挥协同效应。强化广州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与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的协同；强化前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后续产业化落地的协

同；强化市财政科技经费投入与社会资本投入的协同；强化高校

科研院所与企业科技攻关的协同；强化国际和港澳台优势科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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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广州重点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的协同。

三、优化项目形成机制

（一）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协同技术攻关。

市科技局每年选取不超过 10 个重点产业链重要方向，以“定

向组织”方式，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织开展技术攻关。市财政科

技经费投入每年每条产业链不超 1000 万元，支持项目 5—10 项，

每项项目定额支持 100 万元或 200 万元。由链主企业根据产业发

展需求，提出影响制约产业链安全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项目

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颠覆性创新技术攻关项目，联合产业链上下

游中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或医疗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组织

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链主企业及创新联合体企业应切实发挥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足额配套自筹经费。原则上，链主企业及其

子公司牵头承担的项目总数不超 2 项，分配的市财政科技经费总

额不超 200 万元。

（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递补支持”。

市科技局鼓励在穗企业和医疗机构积极承接科技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上一年度作为项目第一申报单位申请“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进入最后一轮答辩环节，但受国家财政预

算投入等原因未获立项的在穗企业和医疗机构，可在原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的研究领域和方向的范围内，结合广州产业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命健康需求，提出符合广州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

划方向的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市科技局分领域组织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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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获得立项的项目给予每个项目定额支持 100 万元。原则上，同

一年度一个单位限报 1 项。

（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化落地“接续支持”。

市科技局鼓励在穗规上高新技术企业承接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成果落地产业化和应用示范推广。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应是近三年通过验收的，且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应为穗

外高校科研院所。市科技局按实际落地实施情况给予一定的支

持。

（四）社会资本投入研发项目“认定立项”。

为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学研深度合作，鼓励社会资本加大研发投入，市科技局对利用

社会资本完成的符合一定条件的技术研发项目，经科研任务承担

单位申请，市科技局复核后，可认定完成一项市重点领域研发计

划项目。

四、优化项目管理机制

（一）压实链主单位主体责任。

产业链链主单位应承担主体责任，参与项目全过程管理。一

是牵头联合中小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组织，组建创新联

合体，形成核心技术专家团队。二是依托核心技术专家团队梳理

产业链的短板弱项，制定年度科技攻关工作方案。三是对纳入年

度科技攻关工作方案的项目进行充分论证和比选。四是积极参与

项目的过程管理和结题验收工作，发挥“阅卷人”作用。五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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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论证比选和过程管理中，加强与申报国家和省技术攻关专项

工作的衔接，鼓励探索“揭榜挂帅”“经理人制度”和“业主制”

等方式。

（二）完善统筹对接机制。

市科技局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加强与国家重点研发专项的

联动。一是加强与科技部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管理专业机构

的沟通对接，建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立项和结题验收信息

互通机制，保障“递补支持”和“接续支持”方式落地实施。二

是积极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启动会、推进会和成果对接会

等工作会议，及时跟踪项目成果产出情况，提供落地产业化服务。

三是委托专业化科技信息分析挖掘团队，掌握承担重点研发专项

项目的企业和人才团队情况，为我市引资引智提供支撑。

（三）规范认定立项项目管理。

市科技局应制定完善认定立项的管理规则和流程。一是明确

项目申报的条件、材料和审核认定标准。二是加强认定立项信息

的公开公示，确保公平公开公正。三是将认定立项项目纳入“广

州科技大脑”管理，加强科技业务信息的衔接和联动，减少信息

填报量，提高认定审核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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