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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现代服务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重点专项 2018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

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等提出的任务，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启动实施“现代服务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重

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提出 2018年度定

向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针对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模式创新

不足、科技创新支撑不足、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薄弱等突出问题，

以新一代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以“创新、开放、分享、协同、

融合”为发展理念，以提升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与水平

为主题，以推进互联网与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

展为主线，创新现代服务科学，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技术创

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融合，打造现代服务支撑平台，推进“产学研

用”结合的跨学科、综合交叉科研团队和联盟建设，重塑现代服

务业技术体系、产业形态和价值链，提高科技在现代服务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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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中的贡献度，创新发展跨界融合的现代服务新生态，服务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

本重点专项按照现代服务科学理论、服务关键核心技术、新

兴服务业支撑平台研发与示范、科技服务业支撑平台研发与示范、

文化科技服务业支撑平台研发与示范等 5个方向，共部署 35项

任务。专项实施周期为 5年（2017-2021年）。

2018年，拟在“科技服务业支撑平台研发与示范”方向启动

不少于 4个定向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约 0.6亿元。项目

须有经费配套，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1:1。鼓励充分

发挥地方、企业与市场作用，强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进行，

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2项。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申报项

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二级标题下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

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每个课题参研单位不超过

5个。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 名课题负

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

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

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

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

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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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服务业支撑平台研发与示范

1.1 珠三角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应用

示范类）

研究内容：按照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建设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布局，选

择科技服务业发展基础良好、规划明确、需求迫切的省市或特色

区域，密切结合省市区域科技服务业发展规划及实施，面向珠三

角城市群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

高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的发展需求，整合服务及资

源集成等技术成果，研究资源集成应用技术，开发典型产业科技

服务资源池，研发具有珠三角城市群特色的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平

台，构建平台运营服务体系。选择研究设计、成果转化、创业孵

化、科技金融、科技咨询等专业科技服务或综合科技服务领域，

重点推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实施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应用示范工

程，为重大成套和技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汽车制造基地、海洋

工程装备制造基地、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石油化工产业基地以

及高技术产业群提供科技服务支撑。

考核指标：围绕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

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科

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整合珠三角城市群 3类以上优势科技服

务资源，形成特色科技服务资源池，研发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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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平台运营服务体系。实施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应用示范工程，

培育科技服务核心企业，聚集一批科技服务企业，基于综合科技

服务平台推动 3类以上科技服务产业的发展，累计科技服务收入

超亿元。服务实体经济重点产业 3类以上，服务核心企业 10家

以上、中小企业 1000家以上。在区域科技综合服务应用技术、

平台研发以及应用示范工程实施等方面，申请专利或登记软件著

作权不少于 15项，制定国家、行业或核心企业标准不少于 3项。

按本专项总体部署，协同建立应用科技资源标准体系与科技服务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有关说明：由广东省科技厅、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组织项

目申报，示范所在地政府需协调落实相关政策和经费配套措施，

保障示范平台项目实施及有效运行。

1.2 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应

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按照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国务院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的批复，选择科技服务业发展基础良好、规划明确、需求迫切的

省市或特色区域，结合省市区域科技服务业发展规划与实施，面

向长江中游城市群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汽车及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优势产业集群以及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

发展需求，整合服务及资源集成等技术成果，研究资源集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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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典型产业科技服务资源池，研发具有长江中游城市群

特色的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平台，构建平台运营服务体系。选择研

究开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等专业科技服务或综合

科技服务领域，重点推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实施区域综合科技

服务应用示范工程，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和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提供科技服务支撑。

考核指标：围绕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

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科

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整合长江中游城市群 3类以上优势科技

服务资源，形成特色科技服务资源池，研发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平

台，建立平台运营服务体系。实施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应用示范工

程，培育科技服务核心企业，聚集一批科技服务企业，基于综合

科技服务平台推动 3类以上科技服务产业的发展，累计科技服务

收入超亿元。服务实体经济重点产业 3类以上，服务核心企业 10

家以上、中小企业 1000家以上。在区域科技综合服务应用技术、

平台研发以及应用示范工程实施等方面，申请专利或登记软件著

作权不少于 15项，制定国家、行业或核心企业标准不少于 3项。

按本专项总体部署，协同建立应用科技资源标准体系与科技服务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有关说明：由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科技厅组织项目申报，

示范所在地政府需协调落实相关政策和经费配套措施，保障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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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项目实施及有效运行。

1.3 北部湾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应用

示范类）

研究内容：按照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国务院关于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的

批复，选择科技服务业发展基础良好、规划明确、需求迫切的省

市或特色区域，结合省市区域科技服务业发展规划及实施，面向

北部湾城市群推动临港工业绿色化改造、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培

育新兴产业集群、构建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

等培育绿色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整合服务及资源集成等技术成

果，研究资源集成应用技术，开发典型产业科技服务资源池，研

发具有北部湾城市群特色的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平台，构建平台运

营服务体系。选择研究开发、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科技咨询、

创业孵化等专业科技服务或综合科技服务领域，重点推进科技服

务业的发展。实施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应用示范工程，为高端装备

制造、冶金石化、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提供科技服务支撑。

考核指标：围绕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

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科

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整合北部湾城市群 3类以上优势科技服

务资源，形成特色科技服务资源池，研发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平台，

建立平台运营服务体系。实施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应用示范工程，



— 7 —

培育科技服务核心企业，聚集一批科技服务企业，基于综合科技

服务平台推动 3类以上科技服务产业的发展，累计科技服务收入

超亿元。服务实体经济重点产业 3类以上，服务核心企业 10家

以上、中小企业 1000家以上。在区域科技综合服务应用技术、

平台研发以及应用示范工程实施等方面，申请专利或登记软件著

作权不少于 15项，制定国家、行业或核心企业标准不少于 3项。

按本专项总体部署，协同建立应用科技资源标准体系与科技服务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有关说明：由广东省、广西自治区、海南省科技厅组织项目

申报，示范所在地政府需协调落实相关政策和经费配套措施，保

障示范平台项目实施及有效运行。

1.4 中原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应用示

范类）

研究内容：按照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国务院关于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

复，选择科技服务业发展基础良好、规划明确、需求迫切的省市

或特色区域，结合省市区域科技服务业发展规划及实施，面向中

原城市群推动壮大先进制造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现代服务业等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整合服务及资源集成等

技术成果，研究资源集成应用技术，开发典型产业科技服务资源

池，研发具有中原城市群特色的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平台，构建平



— 8 —

台运营服务体系。选择研发设计、成果转化、创业孵化、检验检

测、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等专业科技服务或综合科技服务领域，

重点推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实施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应用示范工

程，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电子信息产业

集群等提供科技服务支撑。

考核指标：围绕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

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科

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整合中原城市群 3类以上优势科技服务

资源，形成特色科技服务资源池，研发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平台，

建立平台运营服务体系。实施区域综合科技服务应用示范工程，

培育科技服务核心企业，聚集一批科技服务企业，基于综合科技

服务平台推动 3类以上科技服务产业的发展，累计科技服务收入

超亿元。服务实体经济重点产业 3类以上，服务核心企业 10家

以上、中小企业 1000家以上。在区域科技综合服务应用技术、

平台研发以及应用示范工程实施等方面，申请专利或登记软件著

作权不少于 15项，制定国家、行业或核心企业标准不少于 3项。

按本专项总体部署，协同建立应用科技资源标准体系与科技服务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有关说明：由河北省、山西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科

技厅组织项目申报，示范所在地政府需协调落实相关政策和经费

配套措施，保障示范平台项目实施及有效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