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 年度南通市海门区级科技计划项目指南

一、创新地标科技专项

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等形式，瞄准产业技术高端环节和关键

节点，突破行业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引导“链

主”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形成标志性科技成果。

（一）重大科技设施建设项目

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技术创新实力、打造科技创

新高地为目标，通过整合上下游创新资源，重点培育省级以上重

大科技设施建设项目。本栏目资助经费不超过 50 万元。

1001 重点支持面向生物医药、机器人、高技术海工船舶等

优势产业链，由我区行业龙头企业或属地政府牵头引进建设的，

有望纳入省级以上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

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等重大科技设施。

（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创新型领军企业、科创板上市企业

为目标，支持研发投入多、代表国际先进水平、已完成中试并进

入产业化阶段、能较快形成较大产业规模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项目资助经费一般不超过 60 万元。

1002 集成电路：面向移动通信、汽车电子等典型应用的



自主可控高端专用芯片、工业控制高端芯片、AR 微显示芯片、

模拟及数模混合电路等特色制造工艺、 SiP 封装（射频模块封

装）等先进封装技术、大尺寸硅片、高精度光刻胶等关键配套材

料。

1003 5G 通信：高国产化率小基站、高性能介质波导滤波

器等关键元器件，低功耗基带数字信号处理单元、高速光器件/

光模块等小基站关键核心部件，阵列、多波束和多频段等基站天

线，高频覆铜板材料及 PCB 。

1004 工业互联网及人工智能：设计仿真、现场控制、嵌

入式软件等工业软件及系统，传感及控制器、智能机床、工业机

器人等工业互联数据采集智能设备，工业互联网平台及产品，基

于人工智能的新型人机交互、智能决策控制等装备。

1005 重大化药及现代中药：基于新靶标发现与确证的首创

药物；针对耐药性病原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重大疾病治疗的化学

新药；新型给药技术产品和新制剂及辅料；临床和市场价值显著

的中药及天然药物新药，重大疾病未病治疗的现代中药，中药标

化控制新技术及装备。

1006 高端医疗器械：精准智能手术及辅助机器人，高场强

超导磁共振、手术实时成像等大型设备；多模态跨尺度显微内窥

镜成像系统；高准确性新冠病毒检测等试剂，医用生物材料及植

（介）入产品。

1007 先进基础材料：高强韧轻质合金等先进有色金属材



料，高纯度石英等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

材料，特种有机高分子材料，高稳定 OLED 发光材料、分离膜材

料、稀土功能材料等关键材料。

1008 特钢材料：高端轴承钢、轨道交通用钢、先进工模具

钢、高强度海洋工程用钢、高强韧合金结构钢等关键基础特殊钢，

超长寿命高精密轴承、精密刀具、蒸汽轮机大叶片、大飞机结构

件等关键部件，高效连铸机、高速精轧机等装备。

1009 高端纺织：功能性纺织新材料、纺织机械设计制造集

成化、模块化、自动化、信息化关键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纺织关键装备。

1010 工业机器人：新型传感器、多轴运动控制器、高精度

减速器及一体化关节、高性能交流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末端执行

器等关键核心部件，先进工业机器人、极端环境特种机器人等终

端产品。

1011 高端数控机床：超高速电机高精密驱动与控制、智能

化高档数控系统，高精密经济型数控机床及加工中心，精密数控

机床数字孪生系统。无损检测等高精度仪器仪表，高端检具，光

谱成像等高性能科学仪器。

1012 智能制造核心装备：高光束质量激光器及光束整形系

统、阵列式高精度喷嘴（头）等基础零部件，激光（电子束）高

效选区熔化等增材直接制造装备，新一代主控系统等智能控制系

统，高效高可靠柔性自动生产线，检测、装配等智能成套装备。



1013 高技术船舶及海工装备：海工装备、高技术船舶关键

设备和配套系统，深海油气钻井、浮式生产储卸、远洋特种作业

等海工装备，大型豪华邮轮、大型 LNG 双燃料动力船、超大型集

装箱船等高技术船舶，深地深海关键设备及配套系统。

1014 智能电网：新一代高效光伏电池、新型风电机组、下

一代核电等新型能源关键装备，高效能量转换的大容量储能系统

及大电网柔性互联等核心设备，特高压、超高压交直流变压器等

关键设备。

1015 新型环保：高质量微滤膜等水处理、高浓度工业污水

深度处理及回用、长江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业气体净化设备

及资源化利用的关键装备，工业生物技术及产品。LNG 冷能发电

等高效节能装备。

1016 基于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风险监测预警装备；危险化

学品安全监管、安全生产预防控制等装备及系统；高灵敏生命探

测设备、高机动抢险救援装备、高危环境作业机器人等应急救援

专业装备。

1017 农业优良品种：种质创新、新品种（系）创制、良种

扩繁等关键技术；新型优质抗逆水稻新品种、优质专用小麦新品

种。

1018 高端农业装备：智能化大田作物生产全程作业装备、

智能化设施农业装备、智能化农产品加工装备、高性能植保机械。

1019 军民融合：聚焦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船舶海工、智



能装备、战略基础材料等军民两用领域，围绕核心元器件、关键

进口替代材料、关键基础机电产品等，重点支持技术含量高、市

场前景好、带动作用强的军民融合产业化项目。

1020 其他领域：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装备，清洁生产成套工

艺及装置，零排放技术与成套装置，新型建筑材料，现代建筑技

术产业化项目。

（三）“揭榜挂帅”项目

此项目申报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二、创新东洲科技专项

鼓励企业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

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开展研发活动，引导企业加强基础

研究、原始创新及集成创新，通过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培育一批

有创新潜能的科技型企业。

（一）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

创新性技术为目标，开展产业前瞻性技术研发、重大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抢占产业技术竞争制高点，引领我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

育和高新技术产业向高端攀升，为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

系提供有力科技支撑。项目围绕重点优势产业链组织实施，资助

经费一般不低于 20 万元。

1.高技术海工船舶产业链

2001 高端数控机床、大吨位智能化工程机械、高精度智能



装配装备、智能化大型海工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装备、

航空发动机等大型整机装备设计、控制软件及系统集成技术等。

2002 海水淡化膜、高技术船舶等面向海洋领域的关键技术

及核心部件、装备制造技术等。

2.循环经济产业链

2003 重点支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减排的可循环关键

技术、固体废弃物处置与综合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资源高

效开采与综合利用技术。

3.数字通讯产业链

2004 重点支持高端芯片、集成电路装备和工艺技术、集成

电路关键材料、集成电路设计工具、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应用

软件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加强封装测试自主装备研发和应用，

重点支持先进封装测试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2005 航空航天用高温合金、陶瓷材料等先进材料制备及应

用关键技术；航空发动机、微纳卫星星座、北斗导航通信等面向

空天领域的关键技术及核心部件、装备制造技术等。

4.机器人产业链

2006 高精度重载机器人等先进工业机器人及重大基础设

施运维机器人、高负荷环境作业机器人等特种机器人整机设计制

造关键技术。

5.绿色建筑产业链



2007 建筑信息化、智慧化领域前沿技术的应用研究与科技

成果转化，智慧建筑、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BIM 技术、超低

能耗建筑、建筑机器人等技术领域。

6.现代家纺产业链

2008 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通用先进技术在纺织业应用

研发，自适应伪装、生物材料、功能性纺织品等高端纺织材料技

术。

7.精品钢产业链

2009 高端精品线棒材优特钢、特种合金钢及全规格 H 型钢

等领域，加强高性能和专用特种优质钢技术研发，大力发展高强

汽车板、高标准轴承钢、齿轮钢、工模具钢等高端产品。

8.生命健康产业链

2010 新医药。重点支持抗体药物研发、新型疫苗药物及生

物试剂、现代中药研究和产业化；海门名特优中成药的二次开发；

基于海门名医名方的现代中药研制；海洋资源药物的研究与开

发；海洋生物活性分子研究开发；重大疾病防治新药开发； 大

品种药物的新剂型、新工艺和新用途开发；新型释药系统的研究

开发；生物试剂。重大疾病的早期、快速、灵敏、低成本诊断试

剂；用于新药研发和临床研究的关键生物试剂；医用材料。面向

组织和器官再造、神经修复等可替代进口临床治疗需要的高技术

医用生物材料；医疗器械。适于基层医疗单位使用的多功能、小

型化、智能化数字诊疗仪器设备。



2011 生物技术。高值精细化学品生物制备；关键工业酶制

剂规模化制备；面向生物治理的关键材料、菌剂产品。

9.其他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的项目

（二）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项目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区重点支持生物农业、智慧农业、乡村特

色农产品引进培育、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动植物规模化生态绿

色种养殖等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为主体的现代农业

关键技术项目。

现代农业关键技术：

2012 前瞻性技术研发。动植物重要性状解析和基因编辑技

术研究；畜禽重大疫病免疫新技术研发；面向智慧农业的智能传

感、控制与区块链技术研究。

2013 重大品种创新。优质高效水产、畜禽新品种的引进与

示范；高品质特色果品植物、特色经济作物新品种的引进、选育

与示范；优异特色高档观赏花卉、珍贵林木、药材等新品种引选；

畜禽抗逆性核心群培育。

2014 智慧农业和智能农业装备。稻麦全程优质绿色生产技

术研发；特色果蔬优质高效生产技术集成创新与智能采摘装置研

发；新型种养结合及农林复合绿色立体栽培技术研发；花卉果蔬

生产与采后关键技术研发；动物健康养殖及智能化管理技术研

发；特色经济作物及园艺机械化生产收获装备研制；动物重大疫



病疫苗创制及生物安全型防控技术研发；生物可降解农用制品关

键技术研发及产品创制；绿色高效农产品和食品检验检测智能化

装备研制。

2015 农产品加工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特色农产品精深加

工技术研究及营养健康食品创制；农产品智能保鲜和冷链物流关

键技术研发；食品加工与储运过程品质劣变控制技术研发；农业

废弃物处置与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2016 农业投入品创制。新型安全高效生物饲料（添加剂）

创制；基于农林废弃物的功能性生物肥料创制；新型畜禽用生物

制剂创制；农业有益微生物筛选与利用。

2017 其他非规划创新。除上述所列方向外，其他非规划技

术创新和产品及装备开发。

（三）社会发展科技项目

针对我区社会发展领域的关键技术问题，组织开展联合攻

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并应用示范。重点支持人口健康、生

态环境和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绿色智能建筑、食品安全、危化品

整治、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等领域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重

大科技示范，培育民生科技相关产业，着力提升科技惠民的能力

和水平。支持沿江创新带建设规划研究，鼓励企业实施应用推广

“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关键项目与关键技术。民生

领域关键技术研究公共安全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 20 万元，公共

卫生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 3 万元，公共服务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



5 万元。民生科技关键技术研究与引用项目资助经费不超过 30

万元。

1.民生领域关键技术研究

2018 公共安全。围绕食品安全开展绿色高效农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和食品安全生产关键技术应用研究；围绕社会治安开展打

防管控关键技术应用研究；围绕生物安全开展防御与管控技术应

用研究。

2019 公共卫生。围绕环境与健康、重大传染病防治、出生

缺陷及妇女儿童健康、老年人健康、残疾人康复、慢性病患者康

复等公共卫生重点领域，针对疾病的筛查、预测预警、早期干预

技术和疾病治疗等关键环节，开展传染病防控、健康状态辨识和

健康管理等相关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2020 公共服务。围绕全民健身和体育竞技开展关键技术应

用研究；围绕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开展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2.民生科技关键技术研究与引用

围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开展水污染防治、水资源和材料资

源绿色利用、低碳节能建筑技术等关键技术研发，建设乡村绿色

低碳智慧示范典型。

2021 生态环境治理。“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

中关键项目与关键技术实施应用推广；城市生物质垃圾能源化关

键技术研究与运用；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2022 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沿江沿海生态景观带修复关键技

术研究与运用；生态乡村绿色发展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2023 安全生产专题。安全生产信息化、灾害事故监测预警、

危险气体泄漏检测及精准定位、生命探测等灾害预警侦测关键技

术；危险环境作业、安全巡检、应急救援等机器人，高机动救援

成套化装备等安全生产智能装备制造技术；便携式自组网通信终

端、远距离透地通信及人员精准定位、井下水下远距离救援通信

等应急救援通信关键技术；危化品贮槽应急堵漏、危险气体泄漏

安全环保处置、险恶环境灭火救援等灾害应急处置关键技术；自

然灾害救治医疗辅助设备和系统研发

（四）国际科技合作、港澳台科技合作项目

2024 “一带一路”创新合作项目：支持企业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聚焦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独联体、中东欧、

非洲相关国家开展跨国联合研发、技术转移转化。优先支持技术

成果在合作国家实现应用示范，促进我区技术或产品走出去。

企业申报的项目须在合作国家实现应用示范。外方主要合作

机构应为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独联体、中东欧、非洲相

关国家的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

2025 政府间双边创新合作项目：落实我省与以色列、芬兰、

捷克、挪威、斯洛伐克、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签署的科技合作协

议或合作谅解备忘录，在双边共同资助机制下，围绕双方确定的

技术领域，支持企业面向上述国别地区开展跨国联合研发、技术



转移转化，优先支持产业化前景好的项目。

2026 重点国别产业技术研发合作项目：支持企业重点面向

但不限于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韩国、日本、俄罗斯等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或地

区（不包括以色列、芬兰、捷克、挪威、斯洛伐克、澳大利亚维

多利亚州），围绕江苏产业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键技术

需求，开展跨国联合研发、技术转移转化，优先支持产业化前景

好的项目。

2027 港澳台科技合作项目：支持企业面向港澳台地区，围

绕江苏产业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需求，开展跨境

联合研发、技术转移转化，优先支持产业化前景好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