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部文件

国科发资〔2020 〕 197 号

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

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0 年度

金砖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合

研究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科技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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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部署，按照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管理的相关要求，现将“政府间国际科技

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金砖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合研

究项目申报指南予以发布。请根据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要求

I 项目的组织实施应面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需求，以实际应

用为导向，充分利用现有研发基础，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合作各

方科技创新资源，集中力量，加紧科技研发攻关，突出防控急需，

有效解决临床应用等方面的难点问题，为全人类携手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作出应有的创新贡献。

2. 项目研究涉及人体研究的，应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外

提供等，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相

关规定执行；如需将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以运送、邮寄、携带等

方式出境，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

条例》等相关规定要求报批；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应

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

使用合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

程合法，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

查。同时，相关研究活动应遵守《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条例》《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二版）》等

生物安全相关规定。

3. 项目合作内容和方式应符合我国及各合作机构所在国家

（地区、国际组织）有关法律法规和科研伦理相关规定。

4. 项目产生的科学数据应无条件按期递交到科技部指定平

台，对所有科技工作者和公众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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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申报推荐单位

l 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

2.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科技主管部门；

3. 原工业部门转制成立的行业协会；

4. 纳入科技部试点范围并且评估结果为 A类的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以及纳入科技部、财政部开展的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

行业试点联盟。

各推荐单位应在本单位职能和业务范围内推荐，并对所推荐

项目的真实性等负责。国务院有关部门推荐与其有业务指导关系

的单位，行业协会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科技服务业创新发

展行业试点联盟推荐其会员单位，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推荐其行政

区划内的单位。推荐单位名单已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以下

简称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开发布。

三、项目组织申报工作流程

1. 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方向的研究内容以项目形式组织申报，

项目不下设任务（或课题）。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

向的全部考核指标。项目申报单位推荐 1 名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

责人。

2. 申报评审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一项目申报单位根据指南相关申报要求，通过信息系统填

写并提交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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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项目申报单位与国外合作方签署合作研究协议；与所有

参与单位签署联合申报协议，并明确协议签署时间；项目牵头申

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及所

有参与单位要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要求，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杜绝夸大不实，甚至弄虚作假。

一一各推荐单位加强对所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审核把关，按

时将推荐项目通过信息系统统一报送。

一一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在受理项目申报后，组织形式审

查和评审。根据专家评议结果，结合磋商协调情况，选择立项。

四、申请资格要求

1.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和参与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

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

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项目参与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状

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

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2. 项目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1960 年 1 月 1 日

以后出生，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少于 6 个月。

3. 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该项目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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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

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

4. 项目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含

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

专项、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

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

项目负责人和项目骨干只能主持或参与 1 项本专项项目。

对于本重点专项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预算不超过 400 万元的项

目，与其他重点专项项目（课题）互不查重。

项目负责人、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在研项目总数不得超

过2 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

一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因申报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而退出目前承担的项目（含任务或课

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

大项目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和项目骨干退出项目

研发团队后，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新的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计划任务书执行期（包括延期后的执行期）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不在限项范围内。

5. 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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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

6. 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

作为项目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

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

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报送。

7. 申报项目受理后，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单位和负责人。

8. 合作各方对未来知识产权归属和成果转化收益归属有明确

约定或意向性约定，且符合我国法律法规中关于知识产权归属和

成果转化收益的有关条款（须附知识产权协议或意向性协议、备

忘录、证明信或在中外合作协议中明确知识产权相关条款）。

9. 项目的具体申报要求，详见项目申报指南。

五、具体申报方式

1. 网上填报。本次申报试行无纸化申请，请各申报单位严格

遵循国家、地方各项疫情防控要求，创新工作方法，充分运用视

频会议、线上办公平台等信息化手段组建研发团队，减少人员聚

集，按要求通过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ht甲：／／se凹ice.most.gov.en)

进行网上填报。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将以网上填报的申报书作

为后续形式审查、项目评审的依据。申报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

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确因疫情影响暂时无法提供的，请上传

依托单位出具的说明材料扫描件，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将根据

情况通知补交。

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申报书的受理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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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8:00 至 2020 年 9 月 21 日 16:00。

组织推荐。请各推荐单位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 16:00 前通过信

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逐项确认推荐项目，并将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的推荐函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技术咨询电话及邮箱：

010-58882999 （中继线）； program@istic.ac.cn。

重点专项业务咨询电话及邮箱： 0I0-6859801O; zfj@cstec.org.cno 

附件：“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金砖

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合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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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金砖国家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联合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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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部署和《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实施方案》任

务安排，以及由金砖五国科技部门及部分基金会签署的《金砖国

家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谅解备忘录》《金砖国家科技创新框架计

划》《金砖国家科技创新框架计划实施方案》，科技部积极响应金

砖五国提出的就新冠肺炎相关领域开展联合项目资助倡议，与企

砖五固有关资金资助方通过视频会议讨论确定了重点支持领域，

并编制形成了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金砖国

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合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方案

为通过国际合作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发挥科技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重要支撑作用，金砖五国有关资金资助方一致确定在

新冠肺炎相关领域开展联合研究项目资助。科技部拟在 3 个领域

方向共部署 6 个项目，国拨经费总概算 1500 万元人民币，每个项

目实施周期不超过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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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南方向及要求

1.1 企砖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合研究项目

合作协议：《金砖国家科技创新框架计划》《金砖国家科技创

新框架计划实施方案》《金砖国家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谅解备忘

录》。

领域方向：

I. COVID嗣 19 诊断新技术和工具的研究与开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tools for diagnosing COVID皿 19 ); 

2. 针对 COVID町19 药物设计、疫苗开发、治疗、临床试验和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系统的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技术和高性能计

算研究（ AI, ICT and 旧C oriented research for COVID-19 drugs 

design, vaccine development, treatment, clinical trials and public 

health infrastructures and syste1ns ); 

3. 评估 SARS-CoV-2 与其他疾病合并症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试

验研究（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and clinical trials to evaluate the 

overlap of SARS-Co V-2 and comorbidities ）。

拟支持项目数： 6 个。

其他要求：

1 ）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2 年；

2 ）鼓励企业参与，产学研联合申报；

3 ）合作方应包括来自其余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

南非）中的至少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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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申报单位须提供在金砖国家征集项目秘书处（网址：

h忧p://brics-sti.org/?p=new/27 ）提交的联合申请表格及确认编号

(2020 年 8 月 18 日截止）。

附：“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金砖国

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合研究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

件要求

一 10



附

“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金砖国家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联合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填写要求

( 1 ）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2 ）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 1 ）项目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具有高级

职称或博士学位。

(2 ）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

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和

境外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

报送。

( 3 ）项目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含

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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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科技创新 2030一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

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项目负责人和项目骨干只能

主持或参与 1 项本专项项目。

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

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

(4 ）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 5 ）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 1 ）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

( 2 ）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

( 3 ）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请参见具体

指南说明。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林茜新、辛秉清

抄送：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科学技术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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