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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下简称支撑计

划）于 2006 年在原科技部科技攻关计划

（以下简称攻关计划）基础上设立，是国家

科技主体计划之一，主要落实《国家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6－
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确定的重

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的任务。
“十一五”以来，国家财政对支撑计划

的投入显著加强。 根据科技部《国家科技

计划年度报告》 公报的数据，2006、2007
两年，国家共启动 406 个支撑计划项目，
安排国拨经费 152.87 亿， 跃居国家主体

科技计划之首。 与“十五”攻关计划相比，
支撑计划还具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首先，在计划定位 上，重 点 解 决 经 济

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强调发挥科

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 支 撑 作

用： ① 通过突破制约社会发展的科技瓶

颈，提高经济持续发展能力；② 通过攻克

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提高产业的核心竞

争力；③ 通过解决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④ 通过发展军民两

用技术，提高国家安全保障能力。
其次，在计划任务上，紧紧围绕《规划

纲要》 的 11 个重点领域和 68 项优先主

题进行部署，着重支持 4 个方面的研究开

发：攻 克 能 源 、资 源 、环 境 领 域 的 关 键 技

术，增加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供应，改

善生态环境， 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益；农

业技术全面升级，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攻克一批产业关键技术，提升产 业

核心竞争力； 攻克一批重要社 会 公 益 技

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技术支撑。
此外，在组织实施过程中突出行业部

门（单位）及地方政府的作用。科技部对支

撑计划实施的总体效果负责，项目组织单

位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单位）、有关地方科

技厅（委、局）和其他具备组织协调能力的

单位。项目组织单位的职责贯穿项目的前

期策划、任务分解、招投标及评估评审、监

督执行、 验收考评的全过程。 截至 2007
年，支撑计划由部门组织共计 186 项，占

总比例 46%；地方组织项目共计 184 项，
占总比例 45%。 这一组织形式对于集成

各方面资源，加强支撑计划与行业、区 域

发展紧密衔接，把科技对经济、社会发 展

的支撑作用落到实处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支撑 计 划 突 出 企 业 在 产 学 研 体

系中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但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作为科技人才队 伍 比 较 集 中 的

地方，有责任也有能力在科技支撑计划中

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关系社会发展的重

大公益技术开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

大工程建设和重大装备研 制 方 面 大 有 可

为。 仅 以 高 校 为 例 ，截 至 2008 年 ，教 育

部、中国科学院作为组织部门牵头组织了

29 个支撑计划项目， 组织项目数仅次于

科技部和建设部，涵盖农业、环境、卫生健

康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
现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如何组织承

担、参与支撑计划谈几点体会：
1. 坚持科研工作面向社会需求、服务

社会发展的导向

支撑计划强调科技活动与行业、 区域

发展紧密衔接，重视产学研合作。 其启动以

来的立项结果表明， 那些在支撑计划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甚至起到主导作用的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团队，大多和行业、地方

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 这种合作基础

是科研团队长期为行业、 地方发展提供科

技服务的过程中形成的， 不是为了申请项

目而临时搭建的联盟。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

备的人。 科研团队通过服务社会发展，使得

其科研活动与社会需求结合更紧密， 也为

承担和参与支撑计划打下了重要基础。
2. 积极参与项目建议和前期策划

支撑计划项目在启动之前，要经过项

目建议征集，组织专家对备选项目进行综

合咨询， 对组织单位提出的具体目标、任

务分解及课题承担单位选择方式、项目实

施运行机制等内容进行可 行 性 论 证 等 一

系列前期策划过程。 备选项目凝练成熟、
经过充分论证后才能正式启动。通常项目

从发布招标指南到完成招标评审历时 2～
3 个 月，而 在 此 之 前 需 要 半 年，甚 至 长 达

一年的反复酝酿和论证。 高校、科研院所

的有关专家应积极参与支 撑 计 划 的 项 目

建议和前期策划， 在准备项目建议时，应

认真研读《规划纲要》中的相关内容，结合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建议书》 的具体

要求，在立项的必要性、国内外技 术 现 状

及发展趋势、国内现有工作基础、技 术 经

济效益及产业化前景等方面着重阐述。
3. 加强与主管部门、行业部门和地方

政府的沟通

支撑计划要求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

的合作， 相关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在项目

组织实施的全过程发挥着重要的组织、协

调作用。 有意组织承担或参与支撑计划的

高校、科研院所应加强与主管部门、相关行

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沟通。 在项目前期策

划阶段， 申请单位可通过主管部门提交项

目建议， 在主管部门的协调下参与项目的

前期策划。 有条件的单位也可通过各种渠

道直接与项目组织部门（单位）沟通，积极

参与项目策划；在项目招标阶段，可在主管

部门的指导和协调下联合优势单位、 整合

优势队伍，提升申请团队的竞争力。 对于没

有参与项目前期策划的申请单位， 尤其要

主动与主管部门和组织单位沟通， 以了解

相关重要信息，明确自身定位，提高申请的

针对性；在项目的实施阶段，承担单位需要

与主管部门和组织单位保持沟通，与行业、
地方政府一起联合推动项目实施。

4. 强调产学研结合，加强与企业合作

“十一五”期间，企业参与度和产学研

联合实施机制被作为支撑 计 划 项 目 综 合

咨询、可行性论证和课题评审的重要评价

指标，部分项目要求应有企业牵头或必须

有企业参与。 2006 年首批启动的支撑计

划项目中，95%以上的支撑计划项目都有

企业参与，由企业作为牵头承担单位的课

题占到了 1/3。 高校或科研院所应注重与

相关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良好

的产学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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