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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现代服务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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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的需求，2020年度拟利用结余经费在媒体融合方

向设置 3个研究任务，安排不少于 3个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总

概算为 0.45亿元。应用示范类项目须有经费配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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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研究方向拟支持项目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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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参研单位总

数不超过 6个；其他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参研单位总

数不超过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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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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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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现代服务科学理论

1.1 全媒体信息传播理论与基础服务技术研究（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研究 5G和超高清环境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全媒体

内容传播方式、传播价值和传播管理等新型信息传播理论模型与技

术，形成全媒体内容统计传播学理论和统计建模技术方法；研究全

媒体内容统一表示与信息描述、标识与封装、分类与编码等信息处

理规范，研发全媒体内容自动标签、内容关联与知识表示、内容跨

媒体解析与动态组合生产等全媒体内容信息加工技术与系统工具；

研究全媒体内容质量综合评价建模理论与技术方法，研发全媒体内

容质量智能评价系统工具与基准测试数据库系统，构建全媒体内容

质量评价和测试床。推动全媒体信息传播理论、技术和方法创新。

考核指标：提出并形成全媒体信息传播统计建模方法学，在 2

个以上应用场景开展应用验证；研发全媒体内容智能感知、内容

关联、动态组合等系统工具不少于 3项，全媒体内容感知自动标

签准确度不低于 85%；建立全媒体内容质量客观评价指标体系，

形成全媒体内容质量评价系统工具 1套和全媒体内容质量测试基

准数据库 1套；形成全媒体内容知识表示、封装标识、内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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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等标准规范不少于 4项；申请专利不少于 6项，出版专著不

少于 1部。

2. 文化科技服务支撑平台研发与示范

2.1 基于新闻报道场景的 AI 辅助写稿机器人系统研发（共性

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面向新闻热点发现及重大突发事件跟踪等典型

新闻报道场景的计算机辅助人工智能（AI）写稿学习算法与技术，

研究非线性复杂场景智能成稿学习算法；研发支撑智能写稿的新闻

报道选题及素材知识库云服务系统平台，支持对官方媒体、自媒体

平台等多渠道来源的新闻素材进行内容过滤、自动标签和主题聚

合；研发新闻报道AI写稿机器人系统，针对地震、爆炸、事故等

重大突发事件以及体育内容报道等新闻热点，实现文字图片和短视

频内容稿件AI自动生成，提高新闻报道效率；研究AI写稿机器人

稿件质量评价方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改善写作质量。

考核指标：新闻报道写稿素材知识库视频素材达到 500万件

以上，平台支持 1000以上并发访问；借助 AI写稿机器人系统，

成稿时间比传统人工写作减少 40%以上，为 4000家以上媒体/机

构/企业提供AI写稿机器人服务；形成AI写稿评价规范 1项，申

请发明专利 3项以上，获得软件著作权 4项以上。

2.2 基于广播网与 5G 移动网融合的超高清全媒体内容协同分

发关键技术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面向 4K/8K超高清和 5G移动媒体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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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于超高清直播视频内容的全媒体关联内容智能感知、获取

与封装等技术，研究面向超高清全媒体内容的广播网与移动互联

网智能协同分发、适配广播网与互联网的封装切片等技术，研究

联动电视、平板电脑以及手机的多终端关联内容同步呈现技术；

研制面向 4K/8K超高清全媒体关联内容的广播网与 5G移动通信

网协同传输全链路系统和协同分发原型系统，具有一次性采集、

全媒体内容关联、多渠道发布、多终端同步呈现的特征，开展技

术测试验证与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基于超高清直播视频，定义生成至少包括点播视

频、多语种音频、新闻通稿以及动态广告在内的四类同源全媒体

内容关联关系，形成国际标准提案 1项以上；在协同分发及多屏

终端呈现技术上，实现不超过 120ms时延差的多终端视频同步呈

现，形成融合网络的切片封装标准规范草案 1项以上；研制超高

清内容广播网与 5G通信网的协同传输全链路系统，系统应具备广

播、组播以及点播三类同步传输方式，实现多网络的码率自适应

分配、管道接口适配与传输资源调度。建立全媒体协同分发体验

中心，在大型赛事/活动现场或居民小区开展超高清全媒体内容广

播网和 5G移动网协同分发技术测试和应用验证，提供包括超高清

直播、多视角、多屏交互、关联新闻报导等至少 4种以上全媒体

形态；申请专利不少于 5项，获得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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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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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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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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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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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一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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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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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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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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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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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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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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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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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 个，参研单位总数不超过 6

个；其他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参研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个。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张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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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

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张树武 中科院自动化所 研究员

2 蒋 伟 视听技术与智能控制系统文化部重点实验室 教授

3 黄 涛 中科院软件所 研究员

4 魏鹏举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教授

5 叶蓁蓁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6 陈 洪 北京邮电大学 副教授

7 宋洋洋 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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