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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18 年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

工程培育项目申报指南建议

一、总体目标

本专项作为我国与国际社会开展多层次、立体化科技创

新交流与合作的引领性、旗帜性、开放性专项，实施的总体

目标包括：

——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

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围绕重大国际合作需求，更好推动国际科技创新资

源流动和共享。

——推动科技创新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更好实现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促进企业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更好完善创

新、创业的国际化环境。

二、实施方式

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具有多目标、多领域、多渠道、多任

务类型、开放和协作的特点。本专项将坚持“全球视野、开

放合作、聚焦重点、互利共赢”的指导思想，根据不同重点

任务有步骤地分类部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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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是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 年 3 月 14 日，

国务院正式印发《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

程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培

育 3—5 个项目，研究遴选并启动 1—2 个我国牵头组织的国

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为落实该《方案》，2018 年在

本专项中专门部署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培育项目。

(一)任务目标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是以人类开拓知识前沿、

探索未知世界和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为目标，由一国或多国

共同发起，多方共同组织实施的研发类或工程类任务，投资

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难度高，涉及科学、技术、工程、产

业和管理等诸多领域，具有多目标、多主体、多要素等特点。

—通过培育项目的实施，为 2020 年研究遴选并启动 1-2

个我国牵头组织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奠定基础。

—通过培育项目的实施，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建立国际

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培育项目的推荐遴选和立项以及

管理制度，为后续工作探索积累有益经验。

—通过培育项目的实施，提升我国在国际大科学计划和

大科学工程核心专家确定、研究问题提出、技术路线选择、

科技资源配置、设施选址等问题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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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资格要求

项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择优支持。

1.项目要求

（1） 项目聚焦国际科技前沿、国际科技界普遍关注、

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意义重大的科学问题；

（2）项目符合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投入大、

涉及广、多学科交叉等特点；

（3）项目概念最初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已有广泛的研

究基础，曾得到国家或地方支持；

（4）我国在该领域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技术和

管理队伍、领军人物；

（5）项目曾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介绍、或已经开展前期

合作，多国（方）表达过合作意愿。

2.牵头申报单位和项目牵头人要求

（1）牵头申报单位应为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和企业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牵头申报单位曾主导或参与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

大科学工程的系统开发和过程管理；

（3）牵头申报单位在该领域具有有国际影响力和号召

力的领军人物、科学家和专家学者队伍；

（4）项目牵头人应具有主持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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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工程的经验，或曾在相关国际科技组织任高级别岗

位，或曾获得国际科技界知名奖项；

（5）围绕同一研究主题的项目，国内相关单位应明确

牵头单位，进行联合申报。

（三）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

2018 年度支持宇宙演化和生命起源、地球系统与环境气

候变化、健康、能源、农业、物质科学等领域的培育项目。

拟支持培育项目数为 3-5 个项目，实施期为 2-5 年，每

个项目经费规模 1000-3000 万元人民币。

（四）项目支持的活动

培育项目主要支持的活动包括科学目标的凝练和科学

计划前期研究、项目的国际磋商宣介、以及项目组织和运行

机制的设计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