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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须 知

2025 年度驻冀高校与石家庄市产学研合作项目的申报，

应按照石家庄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支持驻冀高校与石

家庄市产学研合作的若干措施》（石政办函〔2023〕38 号）

的有关精神，着眼于建设创新强市，全面推进省会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为加快建设

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推动全市经济总量过万亿提

供有力的科技引领。

申报驻冀高校与石家庄市产学研合作项目的单位，以及

项目实施内容等，应符合《石家庄市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办法》（石科规〔2022〕3 号）的有关要求。

一、申报基本条件

2025 年度驻冀高校与石家庄市产学研合作项目的申报

单位、合作单位、项目组长（项目组第一人）和项目组成员

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单位包括驻石高校、与石家庄市政府签约的驻冀

高校等单位。

2.与石家庄市政府签约的驻冀高校可作为牵头单位进行

项目的申报，驻石高校也可作为牵头单位进行申报，高校应

与石家庄市域内的企业合作（企业应为 2024 年 1 月 1 日前

在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的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并共同开展有关项目的研发转化。合作的企业应有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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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筹资金投入。驻冀高校与石家庄市产学研合作项目重点

支持高校作为牵头单位进行申报。

3.驻冀高校开展的研发转化项目应与石家庄市产业发展

紧密结合，重点支持我市五大主导产业创新发展。

4.申报单位和合作单位共同申报的项目，须有与项目相

关的书面合作协议或合同（需盖申报和合作单位公章），明

确各自的责任与权利。

5.项目申报单位和合作单位联合开展的项目，应具有与

项目研究和实施相匹配的基础条件，具备完成项目必须的自

筹资金能力，具有完成项目所必备的人才、技术、场地和装

备条件，并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

6.项目组长一般为申报单位在职人员，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不满 60 周岁（对在职在岗的高层次、紧缺型人才可

适当放宽年龄限制，具体由项目申报单位向市科技局提出申

请）并在相关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资信，有

研究经历和前期工作积累，熟悉本领域国内外技术、市场动

态及发展趋势，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申报项目。

7.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和项目组成员无不良社会信

用和科研诚信记录。

8.在专项项目申报指南中，对基本条件有具体要求的，

以专项申报指南有关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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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限制条件

限制共同条款

1.列入各级科研诚信不良记录（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

不得申报。

2.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者，以及

从事行业被列入国家禁止和限制类产业目录者不得申报。

3.有市级在研项目的项目组前 3 名人员不得申报（已申

请验收项目、正在验收项目，以及已组织专家验收，但没有

完成纸质验收材料归档的项目均视为“在研项目”。承担“后

补助资金”项目，且项目在正常执行期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受

本条款限制；“科技领军人物及创新团队”项目、“揭榜挂

帅”制科技项目、科技创新平台项目申报时暂不受本条款限

制）；验收结论为“验收不通过”的企业以及项目组长、高

校承担项目的项目组长 2 年内不得申报。

4.有市级在研项目的企业，本批次计划不得作为牵头单

位进行申报；有 2 个（含）以上市级在研项目（包括作为项

目牵头单位和合作单位）的企业本批次计划不得申报；在经

过“双盲”评审后，企业作为牵头单位或者合作单位只能立

项 1 项；我市主导产业的龙头企业，可适当放宽申报限制。

5.同一申请人（含项目组成员）在本批次计划只能申报

1 项。

6.本批次计划支持驻冀高校作为牵头单位的立项数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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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60%。

7.严禁多头申报研究内容相同或相似的项目；严禁重复

申报已获得国家、省、市等财政经费支持的项目。一经发现

即将申报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列入科研诚信不良记录名单。

8.行政机关不得作为项目申报单位或合作单位。

9.从本指南发布之日起，至本年度项目申报截止日期前,

暂不受理项目承担单位提出的单位、人员等变更申请。

三、经费预算编制要求

项目预算编制应符合《石家庄市市级科技计划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石财规〔2019〕3 号）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市级财政科研经费使用管理若干

措施的通知》（石政办函〔2021〕53 号）的相关规定：

1.项目申报单位实行法人管理责任制，项目申报单位是

项目的责任主体，对项目经费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

项目经费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负责；

2.项目申报单位须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落实承诺

的项目自筹经费及有关配套条件；项目经费纳入单位财务统

一管理，专项经费、单位自筹经费以及项目归口管理部门配

套经费分别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3.项目预算编制应当结合项目研究开发任务的实际需要，

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所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编制经费预算和支

出预算；

4.科研人员编制项目资金预算时，应与单位财务人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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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进行，并充分征求和尊重财会人员意见，杜绝资金预算违

反相关政策，影响项目正常实施及验收的现象发生；

5.多个单位共同研发的项目，应明确各单位承担的主要

任务以及经费预算。

四、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归口管理、逐级申报。涉

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内容，不得通过网络传输，由归口管理部

门直接报送市科技局。

网上申报登录“石家庄科技网—业务办理—石家庄市科

技计划项目管理一体化平台—办理入口”。

特别提示：各单位在申报本年度科技计划项目前，须完

善和更新本单位注册信息，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一）用户注册

1.申报单位注册。未在“石家庄市科技业务办理服务平

台”注册的单位，需登录“石家庄市科技业务办理服务平台”

的“办理入口”点击“新用户注册”进行注册。注册时，正

确选择本单位的归口管理部门，详细填写本单位相关信息，

并注册为“单位管理员”。

申报单位注册前可先在“石家庄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一

体化平台”办理入口点击“单位注册情况查询”，查询本单

位是否注册。已注册单位，原“单位管理员”权限仍然有效，

无需重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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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管理员”负责本单位的科技计划管理。一个单位

只能确定一名“单位管理员”，由固定人员担任。单位管理

员用户名、密码务必妥善保管。忘记密码请与归口管理部门

联系解决。

单位注册信息需经过归口管理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方

可申报项目。

2.单位管理员分配项目申请人用户名和密码。“单位管

理员”登录系统，在“单位用户管理”栏目为本单位申请人

创建登录用户，并将用户名和密码分配给项目申请人。

3.驻冀高校可选择本校的科研处作为归口管理部门，驻

石高校可选择本校科研处或者驻地县（市、区）科技管理部

门作为归口管理部门。选择本校科研处作为归口管理部门的

应提前与市科技局进行联系，分配归口管理部门的用户名和

密码。

（二）填报项目申请书

项目申请人在“石家庄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一体化平台”

点击“申请人登录”，登录后点击“申请书在线填写”，首

先准确选择对应的“指南代码”，不符合指南内容要求的项

目不被受理。

申请书填写过程中可以多次保存，填写完成检查无误后

提交单位审核。

申请书提交后，项目申请人可在“申请书查看”栏目中

在线浏览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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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审核

单位管理员登录“石家庄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一体化平

台”，点击“法人（申请单位）登录”，在“申报管理”—

“申请书审核”栏目，对本单位申请人提交的项目申请书进

行审核。

（四）归口管理部门审核

归口管理部门登录“石家庄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一体化

平台”，点击“归口管理部门登录”，使用市科技局分配的

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归口管理部门应根据市科技局相关要求对申报项目进

行审核把关并择优推荐。

（五）材料报送

本年度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采用无纸化方式。归口管理部

门不再向市科技局报送项目汇总表。项目申请书（带“石家

庄市科学技术局”水印）在评审通过并获立项后，按要求的

时间和份数报送。

五、申报受理

（一）受理方式

项目申报按照市科技局各业务科室的工作职能归口受

理。项目申请人填写申报书时应认真选择“技术领域”“所

属学科”“所属行业”以及“申报指南代码”。

（二）受理时间及相关要求

网上申报起始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4 日；项目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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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数据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2 月 17 日 17 时；归口管理部门

审核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2 月 19 日 17 时。

项目申请人及申报单位管理员上传数据后，请及时联系

归口管理部门审核。

归口管理部门及市科技局审核后，需退回修改时,系统将

自动发送提醒信息至联系人手机，请注意查收（填写项目申

请书时请务必填写联系人手机号码）。

六、其它要求

（一）项目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审查项目申报单位的社会

信用记录。有不良社会信用记录且不良记录尚未处理者、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者、以及从事行业

被列入国家禁止和限制类产业目录者，不得推荐申报。社会

信用记录可登录“信用中国”、“信用河北”、“信用石家

庄”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查询。

（二）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组长须对本单位项目申请书

中各项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严格审核，对材料

的真实性负责，并签署相应的诚信承诺书。

（三）外来语要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第一次出现的

缩略词，需注明全称。

（四）申报单位相关证明材料（如外国护照扫描件或照

片、双方合作协议等）上传至申请书附件中。

七、受理科室及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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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软件技术支持单位及咨询电话：河北省电子信息技

术研究院 0311-85866036、85866037。

市科技局技术支持电话：0311-85057592。

市科技局业务咨询及项目受理科室、电话详见各专项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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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驻冀高校重大科技专项

一、支持重点

（一）新兴和未来产业（指南代码：60101）

重点支持人工智能、计算机视听觉、生物特征识别、人

机交互、智能决策控制技术或设备的研发，基于区块链、大

数据、云计算、AI 大模型、物联网、VR/AR 等技术融合，低

空经济、量子科学、脑机接口、智能医疗、新一代智能机器

人、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医用机器人以及仿生假肢、

可穿戴便携式移动医疗等领域的技术开发和科技创新。（此

领域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牵头申报）

（二）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指南代码：60102）

重点支持新一代移动通信、光通信、量子通讯、微波通

信、卫星通信核心设备，激光雷达、北斗导航关键器部件及

终端设备，新型光电显示，网络安全核心设备，自主可控高

端核心芯片、微电子机械系统、先进封装和测试关键设备、

第三代半导体外延片产品及制造装备。

（三）生物医药产业（指南代码：60103）

重点支持治疗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神经退行性疾病、

糖尿病等重大疾病的化学新药和创新中药，重大仿制药物，

抗体、重组蛋白、细胞治疗产品等创新生物技术药及微生物

药物，高端制剂和辅料，生物合成技术开发，生物医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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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影像设备、植介入医疗器械等高端医疗器械，康复辅助

器具，药用包装材料。

（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指南代码：60104）

重点支持无人机、高端数控机床及加工中心、增材制造

装备、智能制造专用装备，现代轨道交通整车及其关键配套

系统与核心部件，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关键零

部件，应急救援装备，能源储运装备，高速轴承、高端液压

/气动元件、精密减速器、节能电机。

（五）高性能新材料产业（指南代码：60105）

重点支持高端钢铁材料、高端合金材料、高端全合金粉

末材料，新型显示材料、新型功能陶瓷材料，高性能橡塑材

料、高端催化剂、新型合成树脂，高端精细化学品，高性能

复合材料、石墨烯材料、碳纤维材料，纳米材料、高端水性

环保涂料、绿色建材等。

（六）新能源产业（指南代码：60106）

重点支持氢能生产及利用相关装备，动力及储能电池关

键材料及装备，高效光伏电池及核心组件，生物质能高效利

用装备，热泵采暖制冷装备，先进风力发电机组与关键部件，

核电机组关键装备及部件，智能电网装备。

（七）节能环保产业（指南代码：60107）

重点支持废水超低排放与深度处理回收成套装备及技

术，工业气体净化与资源化利用等大气污染控制装备及技术，

水体、土壤等环境修复关键核心装备及技术，大宗工业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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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高值化和规模化综合利用成套装备及技术，低品位余热

利用成套装备及技术，高能耗行业节能、节水装备及技术。

（八）现代农业（指南代码：60108）

重点支持种业科技创新，优质农作物、高效林果、特色

畜禽水产等品种产业化，智能化农田作业装备、智能化设施

农业装备、畜禽水产养殖装备产业化，食品和农副产品贮运

保鲜、加工技术和产品产业化，农业绿色高效生产、规模化

种养殖和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农业生态修复等技术与产品

的产业化，环境友好型功能肥料，兽药原料药品及其制剂。

以及奶业、乳品、绿色厨房食品、食品生产、食品加工等现

代食品领域的研发、创新与产业化。

（九）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指南代码：60109）

重点支持建设全市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支持探索建立基于数据驱动、定量评价、精

准支持的新型科技金融服务工具，打通覆盖全市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等科技企业与银行、基金等金融机

构之间的信息壁垒，进一步引导科技创新资源、财税优惠政

策、金融信贷资源、创业投资等各类资源向科技型企业精准

聚集。建立客观、可信、免申报的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科学、严谨量化评价结果。拓展评价结果应用场景，形

成服务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机构服务梯队和广覆

盖、多元化的金融产品矩阵。（对于此领域解决科技“卡脖

子”重大问题或急难险重问题的，可适当放宽申报要求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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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要求

驻冀高校重大科技专项每个项目财政资金支持 100 万元

左右，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2-3 年。

（一）项目申请单位与合作单位联合开展的项目，应具

备支撑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在本领域具有明

显优势，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具备承担国家、省、市重大科

技项目的能力。

（二）重点支持能形成产品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目标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对产

业带动性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三）项目申请单位或合作单位运营情况良好，有稳定

增长的研发投入，合作的企业年销售收入不低于 3000 万元，

并具备下列条件:

1.产品（服务）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范围内

的项目，合作企业应是石家庄市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2.项目申请单位近三年承担国家、省或市科技项目不低

于 1 项。

（四）项目自筹资金原则上应为市科技专项资金的 5 倍

以上。对自筹经费比例高、产业化基础雄厚、市场前景好的

项目优先予以支持。

（五）项目组成员具有高级职称的，或具有硕士以上学

位人员的比例不得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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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科技专项项目承担单位需上传：

1.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关于项目的书面合作协议或合同。

2.项目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包括：基础条件分析(技术

基础、人员基础、项目研发所处的阶段、支撑配套基础等)，

市场分析（目标产品国内外应用现状、未来市场预测、竞争

力分析、产品风险分析等），经济效益分析（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环境效益分析、财务分析等），项目预期目标（技

术创新指标、成果指标、产业化目标、经济社会效益等）。

3.企业的上年度审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损益表、资

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近期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等。

三、业务咨询

发展计划科：0311-85057592、8506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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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驻冀高校重点研发专项

新兴和未来产业创新项目

一、支持重点

（一）新一代电子信息领域（指南代码：60201）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器件、模组等关键技术研究；空天

信息与卫星互联网包括空天信息获取与处理、卫星互联网与

数据通信等关键技术；人工智能包括类脑智能、脑机交互与

混合智能等关键技术；智能制造包括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

与智能工厂等关键技术；新型电子材料包括集成电路和光电

器件用大尺寸硅单晶和抛光片、电子特气及化学品、电子级

玻纤等。

（二）先进装备领域（指南代码：60202）

围绕低空经济开展低空制造领域关键技术研发,支

持 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无人机（消费级、工业

级）、直升机、传统固定翼飞机智能控制、整机和发动机等

核心零部件、碳纤维复合材料和锂电池材料等关键技术和产

品研发。开展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成套装备研发和“机器

人+行业”应用研究，人形机器环境感知、行为控制、人机

交互关键技术研究，机器人脑机接口信号采集、传感、解码

等核心技术攻关。

（三）生物医药领域（指南代码：60203）



18

支持重组抗体技术、细胞与基因治疗、小分析抑制剂技

术、高通量测序技术、新型药物递送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

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技术在病毒溯源、新药筛选、

防控救治等方面的应用技术研究；支持脑机接口、智能医疗、

智能穿戴康复设备等高端医疗器械的研究。

二、申报要求

每个项目财政资金支持强度为 20 万元左右，项目执行

期一般为 2 年左右。

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

应符合《申报须知》要求。申报 2025 年度新兴和未来产业

创新专项项目的企业，项目自筹资金与申请专项资金的比例

不低于 1：1。

三、业务咨询

新一代电子信息和先进装备领域

高新技术科：0311-85671296、85089298

生物医药领域

社会发展科技科：0311-85069286、8506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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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传统产业

创新项目

一、支持重点

（一）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指南代码：60204）

软件与大数据包括区块链、物联网融合技术，大数据应

用技术等；电子用新材料包括新型高效照明材料、新型面板

材料、高性能封装材料、大尺寸硅外延材料、电子化学品材

料等的研发与应用技术研究等；通信与卫星导航包括卫星移

动通信系统及终端、通信专用芯片、宽/窄带融合无线专网通

信系统的研发，无人机管控系统，5G/6G 技术、IPV6、装备研

发等；光电显示与集成电路包括高亮度外延片、蓝宝石衬底

片制造及发光新技术，芯片制造设计新技术，大功率 LED 封

装及散热新技术，高耐受性液晶材料开发，快速响应液晶单

体制备，高品质 TFT-LCD 液晶玻璃基板制备等。

（二）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指南代码：60205）

交通运输设备包括轨道交通装备关键零部件及车体轻

量化、储能与节能、列车网络控制、工程减振降噪、高端空

调等方面技术攻关；新能源汽车网联化智能化发展，电机、

电池、电控、自动驾驶、车载雷达系统、超快速充电桩和换

电站等技术研究；通用航空领域关键零部件、机载设备、航

电系统、飞控器件、机场装备、航空新材料等技术研发。精

密传动装置、减速器及齿轮传动装置、微动装置及精密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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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精密电子机械的研发；工业自动化智能设备的关键部

件研究，智能传感器、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系统等研究；精

密和智能仪器仪表与试验设备、增材制造技术关键技术研究。

工程和专用设备包括食品加工装备、冶金装备、农机装备、

智能化电力电气装备、压力容器装备、高端新能源装备、煤

矿采掘装备等成套设备研发。

（三）传统产业（指南代码：60206）

现代食品方向包括功能食品、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的绿

色储运、新型加工、清洁生产、品质调控等共性关键技术攻

关；支持高效分离、靶向萃取、分子修饰、质构重组、超微

粉碎、组合干燥、新型杀菌、快速钝酶、低温浓缩、节能速

冻等现代食品制造及核心装备与集成技术开发研究等。循环

化工方向包括精细化学品、医药中间体、催化技术、环氧树

脂、尼龙新材料、煤化工、新能源综合利用、聚烯烃等化工

新材料和复合材料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纺织服装方向包

括智能纺织、印染、服装生产等设备研发；支持纳米、碳纤

维和天然纤维等新型纤维材料及医用、防护、阻燃、防辐射

等特种纺织品开发。建材方向包括特种水泥、新型无机非金

属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研发等。钢铁方向包括支

持高速工具钢、粉末冶金高速钢、模具钢等特钢产品创新，

支持 3D 金属打印材料研发。轻工方向包括可降解高性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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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芯材和特种高分子材料，高端聚烯烃塑料、聚氨酯材料、

高性能橡胶、超薄高韧性复合包装膜材料研发。

二、申报要求

每个项目财政资金支持强度为 20 万元左右，项目执行

期一般为 1-2 年。

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

应符合《申报须知》要求。申报 2025 年度新一代电子信息、

先进装备制造、传统产业创新专项项目的企业，项目自筹资

金与申请专项资金的比例不低于 1：1。

三、业务咨询

高新技术科：0311-85671296、8508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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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民生科技创新项目

一、支持重点

（一）生物医药（指南代码：60207）

支持针对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及其他常

见病、多发病，开展化学药物技术研发。支持干细胞药物、

肿瘤免疫治疗药物、重组蛋白等生物技术药物的研发及关键

技术研究。支持有明显中医药临床优势和特色的中药研发及

质量控制技术研究。支持高端医疗器械及新型健康产品研发。

择优支持临床需求大，市场前景良好的并预期能在项目

执行期内完成临床研究并取得生产批件，或完成临床前研究

并获批临床试验的药品研发。

（二）民生科技（指南代码：60208）

支持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支持节水和水污

染治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支持土壤污染防治及固废资源化

利用的研究和示范，支持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转型研究和示

范，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支持地质、火灾、气象等灾害事故和重大污染事故动态

监测预警、防御及应急救援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支持安全

生产事故防控关键技术及装备的研发。支持食品安全检测、

质量追溯技术研发及相关技术装备的研发。支持提升城市治

理现代化水平和能力的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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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要求

1.坚持评审择优的原则，每个项目财政资金支持强度为

20 万元左右，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2-3 年。驻冀高校申报 2025

年度生物医药和民生科技创新专项项目须与石家庄市企业

合作，项目自筹资金与申请专项资金的比例不低于 1：1。

2.项目申报单位对所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和项目研究的安

全性负责。以人体为研究对象、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

究，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涉及药物、医疗器械等医药

产品开展临床试验的科学研究，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等有关规定。涉及以上内容须符合伦理原则，在网

上填报申请书时，将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原件扫描，作为附

件一并上传。

三、业务咨询

社会发展科技科：0311-85069286、8506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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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创新专项

一、总体安排

现代农业创新专项是依据习近平总书记“要强化科技和

改革双轮驱动，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的重要指示以及《石

家庄市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关于持续深化“四个农业”

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 年）》《关于支

持驻冀高校与石家庄市产学研合作的若干措施》等设立的重

点研发计划专项。该专项将围绕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重大技

术需求，重点加强种业科技创新，建立集新品种选育、种子

（种苗）快繁、试验示范一体化的种业创新体系；围绕种植

业绿色高效生产、畜禽水产生态健康养殖、农产品精深加工、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农业机械化信

息化智能化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突破一批制约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为推动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

2025 年，坚持评审择优的原则，重点支持现代农业创新

专项项目，每个项目财政资金支持强度为 20 万元左右，项

目执行期一般为 2-3 年。

二、支持重点

现代农业创新专项（指南代码：60209）

现代种业科技创新：重点支持粮棉油、特色经济作物、

蔬菜（食用菌）、林、果、花、药、畜禽水产等种业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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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以及现代育种技术创新，开展农作物及畜禽种质资源创制、

收集、鉴定评价、利用与新品种选育；开展生物育种、全基因组

选择育种、分子育种等技术研究。

农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重点支持农业绿色优质生态、农产品精深加工、现代化牧场

生物安全与环境控制关键技术，数字农业与智能化农机装备

研究。开展农业有害生物机理研究及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农

业绿色高效肥料产品及关键技术、耕地质量保育技术、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技术、绿色农产品高效生产技术、农产品贮运

保鲜及初加工关键技术、食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农产品副

产物综合利用关键技术、乳制品加工关键技术、畜禽健康养

殖及环控标准化、畜禽水产重要疫病快速诊断和检测技术、

畜禽养殖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农业生产与管理信息化技术、

农机装备智能化技术等的研究以及果园和设施农业生产机

械化装备、山地丘陵农业机械化装备的研发。

三、专项要求

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

除应符合《申报须知》要求外，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驻冀高校申报 2025 年度现代农业创新专项项目须与

石家庄市企业合作，项目自筹资金与申请专项资金的比例不

低于 1：1。

2.优先支持驻冀高校与市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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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园区入驻企业联合申报的项目；优先支持在脱贫县研究示

范项目。

3.对于符合优先项的项目，要在项目申报书项目简介中

明确标注。

四、申报材料

项目申请书及符合申报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业务咨询

农村科技与区域创新科：0311-85054997、8567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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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团联合创新专项

一、支持重点

科技特派团联合创新专项（指南代码：60210）

聚焦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

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和科技特派团服务专精特新企业领域

分布情况，支持一批创新水平高、行业带动强的驻冀高校科

技特派团联合创新项目。

（一）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

重点支持软件与大数据包括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物联网

融合技术，大数据应用技术等；通信与卫星导航包括包括卫

星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通信专用芯片、宽/窄带融合无线专

网通信系统的研发，无人机管控系统，5G 技术、IPV6、装备

研发等；电子用新材料包括新型高效照明材料、新型面板材

料、高性能封装材料、大尺寸硅外延材料、电子化学品材料

等的研发与应用技术研究等。

（二）生物医药产业

支持开展创新药物及给药技术的研发；支持生物技术药

物关键技术研发；支持中药新药研发及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高端制剂和辅料，医用机器人、生物医用材料、新型影像设

备、植介入医疗器械等高端医疗器械，康复机器人、仿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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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可穿戴便携式移动医疗和辅助器具产品等康复辅助器

具，药用包装材料。

（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支持新一代智能机器人、传感器、控制系统、数据采集

系统、精密和智能仪器仪表与试验设备、增材制造技术，加

强关键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及通用部件等；工程和专用设备

包括支持氢能、光伏及风电和先进储能等高端新能源装备，

电力自动化、智能配变电系统、高精密高性能电源设备，空

气压缩机、储气罐，地面瓦斯抽采车装钻机、采煤机、煤矿

排水抢险大型矿用潜水泵等。

（四）高性能新材料产业

重点支持高端钢铁材料、高端合金材料、高端全合金粉

末材料，新型显示材料、新型功能陶瓷材料，高性能橡塑材

料、高端催化剂、新型合成树脂，高性能复合材料、石墨烯

材料、碳纤维材料，纳米材料、高端水性环保涂料、绿色建

材等。

（五）新能源产业

重点支持高效光伏电池及核心组件，生物质能高效利用

装备，热泵采暖制冷装备，先进风力发电机组与关键部件，

核电机组关键装备及部件，氢能生产及利用相关装备，动力

及储能电池关键材料及装备，智能电网装备。

（六）其他领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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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节能环保产业、现代食品、现代农业等领域开展技

术攻关。

二、申报要求

驻冀高校科技特派团专项每个项目财政资金支持强度

为 20 万元左右，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1-2 年。

项目申报除应符合《申报须知》要求外，还需满足以下

条件：

1.项目申报单位应为市级专精特新企业科技特派团成员

派出单位。合作企业应为科技特派团服务企业。

2.项目组长应为专精特新企业科技特派团中驻冀高校在

职人员，项目组须由科技特派团人员与服务企业科研人员共

同组成。

3.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应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明确各自

的责任、权利及经费分配方案。

4.合作的企业应有一定比例的自筹资金投入，项目自筹

资金与申请专项资金的比例不低于 1︰1。

5.工作成效不明显、年度绩效评价不合格的科技特派团

不得申报。

三、业务咨询

科技企业服务科：0311-85053384、85067686、8506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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