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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列入规划纲要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推进科技计划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 

财政科技投入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

社会公益研究和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的支持 

加大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力度，处理好稳定性支持与竞

争性支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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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确立专项资金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科技部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
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6]56号) 

优化中央财政科技投入结构 
支持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
社会公益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等公共科技活动 

五类中央财政科技投入 
国家科技计划(基金等)经费 

科研机构运行经费 

基本科研业务费 

公益性行业科研经费：主要用于支持公益性科研任务较重的行
业部门，组织开展本行业应急性、培育性、基础性科研工作 

科研条件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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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明确资助内容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试行办法 
  (财政部 科技部 财教[2006]219) 

支持公益性科研任务较重的国务院所属行业主管部门
围绕《规划纲要》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组织开展本
行业应急性、培育性、基础性科研工作。 

行业应用基础研究 

行业重大公益性技术前期预研 

行业实用技术研究开发 

国家标准和行业重要技术标准研究 

计量、检验检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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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经费管理办法 

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

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 (财政部 科技部 财教[2011]434号) 

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实施细则(农办财[2010]97号) 

卫生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卫规财发[2008]46 号)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环办

[2007]53号)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2008.12) 

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管理办法(气发[2012]57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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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聚焦重大需求 

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
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11号) 

公益性科研项目聚焦重大需求 

重点解决制约公益性行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强化需求导向
和应用导向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提高项目的系统性、
针对性和实用性，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保证
项目成果服务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加强对基础数据、基础标准、种质资源等工作的稳定支持，为
科研提供基础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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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涉及行业部门 

 2007年 —  

 10个试点行业部门 

农业部、卫生部、水利部、气象局、林业局、环保局、海洋局、

地震局、质检局、中医药局 

增设行业科研专项的部门 

国土资源部、粮食局、测绘地理信息局等 

浙江大学主要涉及到的行业部委 

农业部、卫计委、环保部、海洋局、气象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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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申报流程介绍 

申报时间 3月—6月 

申报渠道    

相关行业部委科技(教)司 

行业厅局/共建高校 

限额申报 

申报要求    

承担单位  中央级科研机构，鼓励联合国内优势单位共同申报 

项目负责人  高水平/年轻化/承担或参加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限项  

项目建议  行业需求、实用性、目标凝练/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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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2015年项目申报 

2015年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申报 
农业部 
卫计委 
环保部 
海洋局 
气象局 
国土资源部 
粮食局 
地震局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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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公益性行业专项 

申报指南 

影响我国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大技术问题 

前期农业科研立项和研发成果产出与应用 

技术用户、学术团体、专家以及相关管理部门等多方意见 

形成了未来一个时期农业科研任务的立项规划 (2015-“十三五”) 

申报管理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948”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形成各个科技计划有效分工、国内自主创新与国外技术引进相结
合、科研与示范推广相结合、科研运行与创新基地相结合的科研
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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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公益性行业专项 

立项和申报方式 

竞争择优方式 

关于重大科技问题解决方案 

根据解决思路和已有研发基础遴选主持人和参加人，并组建研发团队 

区域内竞争择优、全国支持方式 

关于特殊片区特色产业发展技术支撑项目 

由区域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科研、教学、推广单位，公开协商遴选主持人
和参加人，并做好分工协作 

直接委托方式 

关于长期性基础性科技工作 

由中央直属科研单位和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牵头，有试验土地产权的主产区
省地级农科院（所）、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农业部重点实
验室及其科学观测站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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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公益性行业专项 

重点研究方向和支持领域 

疾病防治和诊疗技术规范、标准及新技术评价研究 

重大疾病的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13 个领域：内科(肾脏病、内分泌、变态反应、消化病)、外科(普通
外科、烧伤外科、整形外科)、护理学、口腔医学、急诊医学、地方
病、热带病与媒介控制、营养学 

组织推荐单位 —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 

立项原则  

目标凝炼、重点突出 

针对重大科技问题，凝炼并确定主要目标与任务 

优势单位独立或牵头整合相关优势力量提出项目实施方案 

围绕行业需求，应用性强，有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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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公益性行业专项 

申报指南   35个指南  目标/主要考核指标/主要研究任务 

组织形式  

鼓励不同部门、不同机构、中央与地方科研单位以及企业等优势

单位进行产学研用组合 

多家申请的项目，自行组合形成申请团体，并提出项目牵头单位

和负责人 

立项程序  — 自由申报、答辩评审、择优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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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局公益性行业专项 

项目需求调研和推荐 

推荐单位 —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 

限额推荐 — 浙江省3项 

重点部署 

制约海洋业务发展、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科技问题

或共性科技问题 

重点围绕科技兴海战略实施、海洋综合管控能力提升、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区域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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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局公益性行业专项 

项目需求调研和推荐 

推荐单位 —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 (3项) 

重点部署 

制约海洋业务发展、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科技问题或共性

科技问题 

重点围绕科技兴海战略实施、海洋综合管控能力提升、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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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局公益性行业专项 

项目滚动形成与储备工作思路 

项目分为重点(300万)和面上(100万)两类 

限项申报 — 浙江大学限报1项 

项目组织形式 

以组织重大专项和重点项目方式，引导行业优势力量，优先解决气象

现代化重大关键科技问题，利用适量科技资源 

以组织少量面上项目方式，统筹解决关键环节和区域特色科技问题 

立项依据 

重大项目依据气象现代化重大核心任务需求确定 

重点项目依据发布指南所列任务引导产生 

面上项目依据前期征集的储备项目建议直接遴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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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国家级项目 

国家级项目 

支持力度大——五类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之一 

经费管理严——财教2011[434]号文件 

顶层设计——聚焦重大需求 

承担单位——要求不同部门、不同机构、中央与地方科研单位以

及企业等优势单位进行全国性的产学研用组合攻关 

 

    重视行业科研专项的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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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争取难度大 

公益性行业专项获批难度大 

主管行业部门多 

申报工作量大 

沟通渠道复杂 

项目组织形式多 

每年都在变 

每部都不同 

详见当年各部委申报通知 

行业内部研究院所垄断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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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经费增长点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的定位 

应急性、培育性、基础性的科研工作 

行业性、公益性特点突出 

强调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确定为新的经费增长点 

涉及行业部门多 

经费支持力度大 

适合大学和科研机构牵头承担 

 

     是否能成为浙江大学的经费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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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经费增长点 

从学校层面 

更好的发挥相关院(系)的积极性 

发挥各部委挂职干部的作用 

科研院做好渠道对接的工作 

从学科和教师层面 

重视专家推荐工作 

重视公益性科研专项需求征集 

重视行业内部影响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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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管理政策介绍 

经费管理     

财教2011[434]号文件/各部委制定的经费管理细则 

过程管理      第一承担单位和项目组自我管理为主 

以农业部为例 

行业咨询专家组咨询制度 

跟踪项目，定期提出咨询工作报告 

参加监督检查、年度评议、项目验收、绩效考评等工作 

执行专家组决策制度 

项目首席专家担任组长 

对项目实施中相关重大事项做出决策 

联合协作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月报制度和年度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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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管理政策介绍 

校内管理参照国家科技计划(973/863/支撑计划) 

项目验收 

行业部门科教司 

财务验收——财务审计报告 

业务验收 

信用管理 

信用记录——滚动支持 

管理不善、执行不力、验收未通过——限制申报 

 

浙江大学科研培训第二期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农社领域) 

 863计划 

现代农业领域      农村司  农业处/产业处 

生物医药领域      社发司  生物医药处 

环境资源领域      社发司  资源环境处 

海洋领域    社发司  综合与气候变化处 

 支撑计划 

农村司      农业(农业处/产业处)、村镇建设(基层处) 

社发司      人口与健康(生物医药处)、资源环境(资源环境处)、城镇化与

城市发展、公共安全及其他社会事业(社会事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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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atten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