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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指南〔2020〕27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2020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高新技术领域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根据《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上海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2020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高新技

术领域项目指南。 

一、 征集范围 

专题一、新一代信息技术 

方向1、北斗导航空间信息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围绕自主时空信息体系建设需求，突破北斗

导航产业规模化应用发展瓶颈技术，突破室内外无缝融合定

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强融合创新，布局前瞻技术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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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技术攻关，形成新兴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应用，支撑北斗

导航空间信息产业持续创新发展。 

研究内容：（1）面向城市复杂环境空间全景数据采集

设备开发及示范应用。（2）研究北斗三号高性能位置服务

应用核心算法和应用核心部件、北斗三号地基增强服务器等

关键技术。（3）开展北斗时空在多元融合室内外无缝定位

技术、低成本高可靠车道级融合导航技术、应急救援等场景

中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执行期限：2020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研究内容（1）、（2）

拟各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研究内容（3）拟支持不超过3个

项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本市企业。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

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1。 

方向2、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聚焦5G、区块

链等领域关键技术突破，推动核心产品研发与行业应用示范，

着力提升本市创新策源能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研究内容：（1）研究区块链高效共识算法及其安全性

证明方法，研究网络优化、可验证状态存储访问、高并行合

约虚拟机等共性关键技术，构建自主知识产权区块链底层平

台，接入节点数不少于1000个，数据处理能力达到3000TPS，

并在航空供应链等场景开展应用示范。（2）开展网络体系

架构创新，研究单波长50Gb/s无源光网络系统关键器件及设

备。（3）研究5G安全、低时延高可靠、低功耗大连接等技

术，开展工业领域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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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2020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每项研究内容拟各支

持不超过2个项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研究内容（1）申报主体是本市独

立法人单位，其他研究内容申报主体是本市企业。企业牵头

申报时，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

2:1。 

方向3、基础软件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推动基础软件关键技术研究，提升国产软件

技术研发水平。 

研究内容：（1）研发基于业务蓝图语言和领域建模技

术的企业管理软件低代码快速开发云平台，面向能源、电力、

通信等行业开展应用示范。（2）研究图片及文本信息的自

动化提取与智能分析技术，研制无人干预行政自动审批原型

系统，面向政务应用场景开展应用示范。（3）研制适应众

核并行、安全可控、虚拟化等重大需求的新型网络与安全设

备的操作系统。 

执行期限：2020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每项研究内容拟各支

持不超过2个项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研究内容（2）申报主体是本市独

立法人单位，其他研究内容申报主体是本市企业。企业牵头

申报时，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

2:1。 

方向4、新型显示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面向中大尺寸AMOLED应用领域，推动



  — 4 — 
 

AMOLED显示共性关键技术的专利布局及风险预警系统建

立。 

研究内容：面向笔记本电脑显示、车载显示等领域，开

展柔性折叠AMOLED笔记本以及车载显示长寿命、高分辨率

等共性技术设计、验证及风险预警系统研究。 

执行期限：2020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

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本市企业。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

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1。 

专题二、先进制造与装备技术 

方向1、智能制造系统和机器人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围绕上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通过

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设备、系统、平台等研制，打造行业示范

标杆，赋能“上海制造”与机器人产业跨越发展。 

研究内容：（1）开展多优先级实时协同决策、数据与

知识驱动、泛在互联等关键技术研究，研发 IT 和 OT 融合的

智能工厂管控平台，实现在钢铁行业大型企业的验证应用示

范。（2）面向生产型企业服务性环节专业化分离和外包，

研究开发面对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类型的 CNC 制造企业刀

具外包网络协同管理技术，并在柴油发动机行业示范应用。

（3）研究微电子行业封装自动化检测技术，开发自主可控

设备并实现产业化应用示范。（4）面向多孔手术机器人创

新发展，研发并突破手术机器人轻量化本体、主操作控制臂、

多自由度能量器械，影像信息融合等关键技术，医工协同在

不少于 3 个医院开展临床研究，支撑整机获得 NMPA 产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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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证。（5）研制一体化人体自然腔道手术辅助机器臂系统，

实现狭小空间内精准人机协同操控，并开展临床实验。（6）

面向轨道交通工控云、智能网联汽车，研究工控威胁分析方

法和安全防护技术。（7）针对新一代智能机器人，集成国

产化电机、减速器、驱动器，研制具有高可靠性、高精度、

高功率密度的一体化电动关节组件，实现 3 类机器人的应用

示范。（8）研制基于双编码器闭环反馈技术的高性能机器

人搅拌摩擦焊技术与系统；开展服务机器人多场景协作与交

互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9）围绕高端制造流程智能化需求，

开展激光三维成像探伤检测技术研究；位姿跟踪与精度测量在

线检测技术研究；零部件规模化生产高效智能探伤溯源技术研

究，并在航空、造船、汽车等行业开展示范应用。（10）研发

工业高可信接入系统，研究工业软件威胁分析和工控协议解

析还原等安全技术。 

执行期限：2020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研究内容（4）、（5）、

（6）拟各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研究内容（8）、（9）拟各

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其它研究内容拟各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本市企业。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

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1。 

方向2、航天航空制造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服务国家航天航空战略，突破全球多媒体卫

星、大型客机制造、民用航空发动机先进构型设计与验证等

技术，引导产业链企业和产学研团队协同提升产业链配套能

力，推进航天航空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研究内容：（1）开展柔性宽带空间基站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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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验证，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及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建设

和商业运营提供技术支撑。（2）研究齿轮传动涡扇（GTF）

构型航空发动机风扇驱动齿轮箱柔性支撑结构设计关键技

术。（3）面向航天应用领域，开展新一代卫星互联网信息

转发载荷、大型柔性航天器分布式测量与协调控制等技术研

究；面向航空应用领域，开展大飞机复合材料梁结构质量控

制及评价技术研究、飞机客舱内部定制化设计合成创新研究。 

执行期限：研究内容（1）、（2）执行期限为2020年10

月1日到2023年9月30日；研究内容（3）执行期限为2020年

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研究内容（1）、（2）

拟各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研究内容（3）拟支持不超过4个

项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研究内容（3）申报主体是本市独

立法人单位，其他研究内容申报主体是本市企业。研究内容

（2），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

1:1，其余研究内容，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

费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1。 

方向3、燃料电池汽车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落实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规划要求，加

快膜电极批量制备技术和核心材料技术攻关，完善标准体系。 

研究内容：（1）研究低成本长寿命膜电极批量制备及

应用技术，实现动态工况下膜电极寿命≥10000小时，产能

≥5000平方米。（2）研究长寿命低铂催化剂、气体扩散层等

关键材料制备技术。（3）研究面向35MPa与70MPa车用高压

全缠绕储氢气瓶定期检验技术，建立地方/行业/团体检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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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送审稿）。 

执行期限：2020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非定额资助。研究内容（3）拟支持

不超过1个项目，其他研究内容拟各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研究内容（3）申报主体是本市独

立法人单位，其他研究内容申报主体是本市企业。企业牵头

申报时，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

2:1。 

方向4、汽车电子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面向智能化、网联化发展趋势，加快汽车电

子核心零部件，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并实现产品应用示范，培

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系统级汽车电子零部件供应能力。 

研究内容：（1）研制基于国产毫米波雷达的应用技术

和智能驾驶应用系统，在量产车型平台示范应用。（2）研究

车载激光雷达点云、基于自主技术的动力总成/底盘控制系统

关键技术。 

执行期限：2020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非定额资助。每项研究内容拟各支持

不超过2个项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本市企业。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

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1。 

方向5、移动方舱实验装备关键技术攻关 

研究目标：面向本市抗击疫情实际需求，开展移动式方

舱实验室配套关键技术攻关，支撑海关等单位在机场开展试

点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1）研发P2+方舱实验室智慧中控系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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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民用航空机场环境下无线通信能力，在本市机场等开展应

用示范。（2）开展方舱实验室箱体关键功能模块及检测装备

技术攻关，提升方舱实验室部署速度与单日可检测量，在本

市机场等开展应用示范。 

执行期限：2020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非定额资助。每项研究内容拟各支持

不超过1个项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本市企业。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

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1:1。 

专题三、新材料技术 

方向1、碳纤维复合材料（CFRP）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面向高端应用领域，引导开展碳纤维复合材

料前瞻技术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结构设计与验证、

样件制造与研发等创新服务能力。 

研究内容：（1）研究面向高端应用需求的热固性复合

材料自动化成型、热塑性预浸料开发及热塑性复合材料成型

等关键技术，形成CFRP样件试制和测试评价等共性技术服务

能力，提供相关技术创新服务。（2）研究基于国产原材料

的CFRP零部件的结构设计、制造验证等关键技术，并推进应

用示范。（3）研究航空CFRP结构用干纤维丝束和配套树脂材

料制备技术，并推进验证。 

执行期限：研究内容（1）、（2）执行期限为2020年10

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研究内容（3）执行期限为2020年

10月1日到2023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研究内容（3）拟支

持不超过1个项目，其他研究内容拟各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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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资质条件：研究内容（3）申报主体是本市独

立法人单位，其他研究内容申报主体是本市企业。研究内容

（1）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1:1。

研究内容（2）、（3）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投入研发

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1。 

方向2、人工晶体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面向高端医疗设备、电子器件、大科学工程

等领域应用需求，引导开展人工晶体制备关键共性技术与应

用技术攻关。 

研究内容：研究大尺寸高性能闪烁晶体、碳化硅晶体、

激光晶体等人工晶体材料的制备关键技术，形成研发中试、

测试评价与应用验证能力，推进在高端医疗设备、电力电子、

大科学装置等领域应用示范。 

执行期限：2020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

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本市独立法人单位。企业牵头申报

时，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1:1。 

方向3、超导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面向大科学装置、高端装备等领域应用需求，

引导开展超导应用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研究内容：（1）研究强磁场高温超导带材及高性能超

导磁体关键技术，并推进测试验证。（2）开展基于超导量

子干涉器件的胃肠磁图仪样机研发，并推进测试验证。 

执行期限：2020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每项研究内容拟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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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超过1个项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研究内容（1）申报主体是本市企

业，研究内容（2）申报主体是本市独立法人单位。企业牵

头申报时，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

于2:1。 

方向4、先进结构与功能材料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目标：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引导开展先

进材料领域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1）研究燃气轮机用大尺寸高温合金单晶

叶片制造关键技术。（2）研究锂空气电池用高化学稳定性、

高室温电导率全固态电解质制备关键技术。 

执行期限：2020年10月1日到2022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本方向为非定额资助。每项研究内容拟各支

持不超过1个项目。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本市独立法人单位。企业牵头申报

时，企业自筹投入研发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1。 

二、 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组

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2.研究内容已经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 

3.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伦理准则，遵守人

类遗传资源管理相关法规，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项目负责

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

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得提交

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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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

案的同时，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 

5.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

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6.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市科委科技计划

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  

三、 申报方式 

1.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无需送交纸质材料。申请人

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gov.cn）--一网通办--

利企服务--点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图片链接

进入申报页面，或者直接通过域名http://czkj.sheic.org.cn/进入申

报页面： 

    【账户注册】转入注册页面进行单位注册，然后再进行申

报账号注册（单位注册需使用“法人一证通”进行校验）； 

    【初次填写】使用申报账号登录系统，转入申报指南页面，

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后，按提示完成“上海科技”用户账号绑定，

再进行项目申报； 

    【继续填写】登录已注册申报账号、密码后继续该项目的

填报。 

    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 

2.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0年8月10日9:00，截止时间

（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为2020年8月27日16:30。 

四、 评审方式 

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五、 立项公示 

上海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接受公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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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六、 咨询电话 

服务热线：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盖章） 

2020 年 7 月 3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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