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3

“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

2018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精神

和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推进资源

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的部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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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地方及相关行业组织制定

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实施方案。专项

面向生态文明建设与保障资源安全供给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核心原则，围绕源头减量—

智能分类—高效转化—清洁利用—精深加工—精准管控全技术

链，研究适应我国固废特征的循环利用和污染协同控制理论体

系，攻克整装成套的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形成固废问题系统

性综合解决方案与推广模式，建立系列集成示范基地，全面引

领提升我国固废资源化科技支撑与保障能力，促进壮大资源循

环利用产业规模，为大幅度提高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支撑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科技保障。

本专项执行期为 2018—2022年。2018年拟部署定向项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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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3个，国拨经费概算不超过 1亿元。要求以项目为单元组织

申报，项目执行期 4~5年。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项目承担

单位需推动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和支持专项数据共享。对于共性

关键技术类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

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对于应用示

范类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

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2:1。同一指南方向下，

原则上只支持 1个项目，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

线明显不同时，可同时支持 2项，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

中期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除指南中有特殊说明外，所有

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每个项目下设课题

数不超过 6个，项目所含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

应用示范类项目鼓励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等区域开展。

本专项 2018年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固废全过程精准管理与决策支撑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类）

1.1 固废资源化技术多维绩效测评研究与集成应用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多源测评手段的固废资源化技术多维

绩效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建立覆盖不同技术类型的动态多维

数据库，研究提出鼓励发展技术清单；开发适用不同工业固废

和利用路线的快速测评技术及小型化模块设备，建立标准化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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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平台；开发典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综合验证平台，研究

工业化应用绩效模拟方法及技术路线优化策略；建立技术—政

策协同推广评估模型，提出商业模式构建途径；开展固废资源

化测评技术集成应用。

考核指标：数据库覆盖一般固废 70%以上主要种类，60%

以上固废资源化技术类型，鼓励发展技术清单获得国家部委认

可；标准化测评平台适用工业固废种类与利用路线均大于 3类；

技术综合验证平台适用于典型再生资源中复合材料类型不少于

2类；形成覆盖研发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申请发明专利

4件以上，编制标准及规范 2项以上），实现 4个以上典型行业/

园区/区域的测评技术集成应用。

有关说明：项目申报内容须与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

部门落实《循环发展引领行动》中“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力”和

重大技术推广的工作安排紧密结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

环境部和中国科学院组织项目申报；定向申报单位资质应符合

专项整体申报要求，具有相关研发工作基础；原则上不要求提

供其它经费配套。

2. 系统性解决方案研发及集成示范（应用示范类）

2.1甘肃祁连山等地区多源固废安全处置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甘肃兰州、祁连山等典型西北生态脆弱地

区工农城多源固废产生特性、时空分布及资源环境属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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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西北生态脆弱区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生活源有机垃圾智能

收运、协同处理、高效转化全链条集成技术；研究适应农牧区、

旅游区特征的有机废弃物高效生物转化及产物土壤改良生态化

利用技术；研究适合西北生态脆弱区特征的建筑垃圾、焚烧灰

渣等无机垃圾资源化利用集成技术；研究提出典型西北生态脆

弱区域以资源化生态化为核心的多源固废系统性解决方案、配

套政策及实施模式；依托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典型区域，开展

综合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 3套以上适合典型西北生态脆弱区域特征

的多源固废资源化生态化安全处置成套技术及装备；在综合示

范区内，建立 3类典型示范基地，示范工程数不少于 5项，实

现经济合理运行：其中生活垃圾处理与利用示范基地生活垃圾

收集率大于 90%、资源化利用率大于 40%（包括垃圾焚烧发电），

农牧区废弃物循环利用示范基地多源固废循环利用技术处置能

力达到 3000吨/年，有机废弃物转化产物土壤改良示范基地生态

修复土地不低于 1万亩。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

体系（申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编制 3项以上西北生态脆弱区

多源固废安全处置技术标准及规范）；形成适合于典型西北生态

脆弱区域特征的多源固废安全处置综合性解决方案，在综合示

范区实现推广应用。

有关说明：由甘肃省科技厅组织项目申报，综合示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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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府需出具书面支持文件，承诺协调落实相关政策和经费配

套措施；定向申报单位资质应符合专项整体申报要求，具有相

关研发工作基础；产学研联合申报。

2.2青海盐湖化工产业区大宗废弃物循环利用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青海柴达木盐湖化工产业聚集区，研究多

产业废弃物资源环境属性和生态环境影响效应；研究盐湖提钾

尾盐动态调控提纯技术；研究盐湖化工副产物制备光热储能产

品技术；研究镁基固废与有色冶金固废协同制备建材技术；研

究电解镁副产物与煤电固废协同制备高耗氯产品技术；研究盐

湖化工区绿色循环发展模式，构建盐湖化工产业区大宗废弃物

循环利用综合性解决方案，开展综合示范。

考核指标：研发 2~3套盐湖化工、有色冶金等产业大宗废

弃物循环利用成套技术及综合性解决方案；建立 3~4项示范工

程，形成 2个综合利用示范和推广基地，实现经济合理运行；

新增 5种产品；形成覆盖研究内容的技术专利与标准体系（申

请发明专利 10件以上，编制盐湖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标准及规

范 2套以上）；提出盐湖化工产业聚集区多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模

式，项目成果在综合示范区实现推广应用，带动新增固废处理

能力达到 100万吨/年以上。

有关说明：由青海省科技厅组织项目申报，综合示范所在

地政府需出具书面支持文件，承诺协调落实相关政策和经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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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定向申报单位资质应符合专项整体申报要求，具有相

关研发工作基础；产学研联合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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