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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征集 2024年福建省
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指南建议和

项目需求的通知

省内有关高校：

为促进我省高校之间优势互补和协同创新，加强人才、技

术、资源整合，共同服务我省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教育

厅 福建省财政厅 中共福建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福建省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

在往年实施省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的基础上，决定面向全

省高校征集 2024年省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指南建议和项

闽科资〔202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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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需求。征集的指南建议和项目需求将为启动 2024年省高校

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申报工作，编制项目申报指南时参考使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相关高校对“2024年福建省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

项目重点支持领域方向”（附件 1）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二、请项目需求申报单位提出 2024年福建省高校产学研

联合创新项目需求，项目需求申报单位编写项目简介（格式见

附件 2），字数不超过 1000字，项目执行期从 2024年 9月开

始，原则上不超过 3年。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团队采取“校

校企”方式组建，即由至少 2所高校（牵头高校与合作高校都

必须是福建省内高校，厦门市市属高校除外）联合，共同为在

闽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成果转移转化，高校科技人员作为项目

负责人，团队成员应由来自至少 2所高校的科研人员和至少 1

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或研发人员组成。产学研联合应突出产业需

求引导，“校校企”合作机制的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的可行性。

三、项目需求申报操作流程：需求申报单位注册登录福建

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http://xmgl.kjt.fujian.gov.cn/)

——进入“项目申报”——进入“起草项目申请书”——添加

项目申请书——选择对应指南代码及项目申请书——填报《福

建省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需求简介》——上传附件（需要

补充说明的材料、合作协议草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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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需求推荐单位（牵头高校）在“省级项目推荐模

块”办理内部审核流程，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

查核实后在线推荐项目需求。请项目需求推荐单位将附件 1的

修改完善建议、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需求征集项目汇总表

（附件 3）材料电子档（加盖学校公章的 PDF格式扫描件和 Word

文件）上传到系统中。我厅将根据所征集的指南建议和项目需

求，结合以往项目申报质量，凝练项目申报指南，在提请福建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后，发布项目申报指

南。

五、时间要求：本批项目需求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3月 25日（申报截止，超过时间将不能提交申请书）。项目

需求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4年 3月 28日（系统关闭）。

六、需求申报代码表及联系方式：

2024年度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需求征集申报代码表

业务处室 项目类型 优先主题 代码

高新技术与工
业科技处

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
目需求征集

工业领域高校产学研联
合创新项目需求征集

2024H6211

农村科技处
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

目需求征集
农业领域高校产学研联
合创新项目需求征集

2024N5211

社会发展科技
处

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
目需求征集

社会发展领域高校产学
研联合创新项目需求征
集

2024Y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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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系统异常或技术上的问题（包

括单位注册、科技人员注册出现异常）都可与技术支持部门联

系，联系电话：0591-87882011、0591-87862982。

业务咨询联系方式：

资配处：联系电话 0591-87881125，87863039

高新处：联系电话 0591-87881286，87912017

农村处：联系电话 0591-87869618，87881230

社发处：联系电话 0591-87881503，87883248

附件：1.2024年福建省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重点支持

领域方向（征求意见稿）

2.福建省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需求简介

3.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需求征集汇总表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2024年 3月 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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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年福建省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重点
支持领域方向
（征求意见稿）

一、工业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

加强量子点 LED显示、3D显示、Mini/MicroLED、激光照

明等新技术、新工艺与新材料研发；开发基于 TFT材料的新型

印刷显示和 6代柔性 AMOLED等新技术、新产品；加强射频芯

片、光通信芯片及 AI芯片等设计研发；支持集成电路芯片制造

相关薄膜沉积、光刻、蚀刻工艺与材料和封装、测试等关键技

术研发；支持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软件、执行制造系统

（MES）、企业资源计划（ERP）软件、生产计划与排程（APS）

软件、智慧物流管控平台（LCS）和物联网软件等重点软件技术

开发应用；支持量子通信理论、单光子探测技术、量子保密通

信等关键技术研发应用；研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集中式与分

布式大规模天线阵列、新一代海上与水下通信和高速光传输等

设备以及大容量组网调度光传输设备、新型智能终端等关键技

术产品。

（二）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技术

加强在高级机器学习模型、大数据智能理论与技术、类脑

认知与智能计算理论等前沿基础研究突破；突破以深度学习为

核心的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新型人机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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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智能和自主决策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发；支持边缘计算、增

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R）等先进技术

研发；支持新型超高频无线传输及低功耗物联网等新型互联技

术研发；推进新型网络架构、射频器件、光模块等 5G通信关键

技术研发；支持网络操作系统、嵌入式智能装备和多模态智慧

终端等技术研发；研发区块链底层技术、密码与共识算法硬件

和安全运监管等关键技术；开展大数据治理和融合、高效大数

据采集处理、巨量大数据存储和传输及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研

发；开展算法框架、海量数据管理、并行可视化及云超算等领

域技术研发。

（三）新材料

新型照明、显示和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制备技术，新型固体

激光与闪烁晶体材料与器件，信息感知、传输与处理材料关键

技术；稀土永磁、储氢、发光、催化等高性能稀土功能材料；

增强增韧复合材料，石墨烯、金属及高分子增材制造材料；耐

高温耐蚀合金、高性能金属橡胶、高性能钢铁、高强轻型合金、

高品质铝合金、硬质合金材料和功能涂层；特种功能薄膜材料、

密封材料，超导材料、智能材料、非晶纳米晶合金材料、结构

功能一体化透明材料、能量转换和储能材料、高性能光电催化

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荧光温度探测材料、智能节能和可修

复材料；含氟聚合物新材料、含氟中间体及精细化学品材料；

碳纤维、植物纤维、合成聚合物纤维、金属纤维等高性能纤维；

金属、陶瓷及其复合材料，高性能生物基复合材料、无机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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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基复合材料、聚合物基复合材料；高端聚烯烃、特种合成橡

胶、新型工程塑料与塑料合金、高性能合成树脂、绿色高性能

精细化学品、新型阻燃改性塑料、高性能石墨烯重防腐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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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薄膜、异质结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关键技术研发和

产业化；多兆瓦级大型机组等风电关键部件设计制造技术；核

安全与先进核能应用技术，乏燃料安全处理与储存技术；生物

质燃烧发电、热电联产技术及清洁转化新技术研发；大功率海

洋潮流能发电及并网关键技术；氢能高效制备与利用及安全存

储技术；智能电网与能源互联网技术；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

新型动力系统及关键零部件研发，以及锂离子动力电池、氢燃

料电池制造应用等关键技术；超级电容器与热电转换技术、高

性能铅碳电池技术及其核心材料；高效节能锅炉窑炉自动化控

制；低温余热及高温固体余热深度回收利用技术；非晶变压器；

智慧能源管理与智能优化节能技术；高效电动机等工业节能设

备；高效照明产品、高效节能空调；建筑节能技术。

（六）海洋工程装备

深海油气等海底能源开采技术装备以及深水钻井平台、自

升自航式修井平台、大型临港工程装备；无人潜航器、深水机

器人、大型装备部件智能化现场机械制造数控装备；海洋平台

用高强钢高效自动化焊接与切割技术及装备、海洋工程结构及

船舶腐蚀防护与修复以及海洋数据传输等关键技术；绿色、智

能船舶制造核心技术；电动船舶；海洋通信设备，卫星高清视

频传输设备，海洋信息观测系统，以及光电融合海域安防系统；

海上风电相关技术；海工装备零部件再制造技术。

（七）科技文化和现代服务业技术

数字文化、数字医疗与健康、数字生活、培训与就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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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等网络化、个性化、虚拟化条件下服务技术研发与集成

应用；数字化采集与管理、人机交互、多网络分发等文化生产

传播关键技术、产品和装备研发；文化艺术展演、文化旅游、

文化创意设计等网络数据高流䡐뭐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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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和天然产物有效成份的提取、分离和制备技术研究；农副

产品智能、节能加工设备研发。

5.现代农业设施装备与信息化技术

我省农、林、牧、渔特色产业及设施农业等的农机装备和

技术研发，通过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卫星定位等信息技术来提升农机装备和农机作业数智化水平的

技术、设备研发，重点支持适应我省丘陵山区作业以及我省特

色作物生产、特产养殖需要的高效、绿色、智能农机装备和技

术研发。

6.农业生态技术

农业生态保护、农业有机废弃物消纳利用、高效节水、水

土保持技术研究；农林资源监测与集约利用、耕地重金属污染

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综合修复技术研发；农业生产中毒素检

测与排除；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退化土地资

源修复技术；退化耕地土壤改良和修复；重要养殖海区污染源

调查与生态修复综合治理技术研究；海水养殖增汇及碳中和技

术研究。

7.海洋生物与资源开发技术

水产良种繁育、海水绿色安全高效养殖、水生生物资源增

殖和人工鱼礁建设技术；海洋生物精深加工、质量控制、副产

物高效利用、海洋生物制品与海洋功能食品制备技术研究；海

洋生物活性物质提取、临床前药效毒理研究以及海洋生物功能

产品研制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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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需求简介

领域方向（见附件 1）

项目名称

牵头高校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合作高校

合作企业

立项的必要性

研究内容及创新性

预期目标

现有研究基础

资金筹措 （含预计总投资和申请资助经费，申请资助经费不

超过 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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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需求征集汇总表

推荐高校：（单位公章）

序号 项目名称 推荐单位 牵头高校 合作高校 合作企业

总投资

（万

元）

申请资助

经费（万

元）

备注：请将加盖牵头高校单位公章的电子档（盖章页 PDF扫描件和 Word版本原件）上传至项

目管理系统主管单位推荐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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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4年 3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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