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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切实加强创新

链和产业链对接，“城镇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聚

焦国家战略亟需、应用导向鲜明、最终用户明确的重大攻关需求，

凝练形成 2023年度“揭榜挂帅”榜单，现将榜单任务及有关要

求予以发布。

一、申报说明

本批榜单围绕城市规划及运行管理、低碳城市建设等重大应

用场景，拟解决高强度片区优化设计、站城融合立体空间智慧运

维、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支撑体系、低碳城市建设等关键实际问题，

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 7600 万元。除特殊说明外，每个榜单任

务拟支持项目数为 1项。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参与

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名负

责人。

榜单申报“不设门槛”，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

要求，项目（课题）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要求。申报团队

数量不多于拟支持项目数量的榜单任务方向，仍按程序进行项目

评审立项。明确榜单任务资助额度，简化预算编制，经费管理探

索实行“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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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攻关和考核要求

揭榜立项后，揭榜团队须签署“军令状”，对“里程碑”考核

要求、经费拨付方式、奖惩措施和成果归属等进行具体约定，并

将榜单任务目标摆在突出位置，集中优势资源，全力开展限时攻

关。项目（课题）负责人在揭榜攻关期间，原则上不得调离或辞

去工作职位。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最终用户意见作为重要考量，通过实地

勘察、仿真评测、应用环境检测等方式开展“里程碑”考核，并

视考核情况分阶段拨付经费，实施不力的将及时叫停。

项目验收将通过现场验收、用户和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在真

实应用场景下开展，并充分发挥最终用户作用，以成败论英雄。

由于主观不努力等因素导致攻关失败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

责，并依规纳入诚信记录。

三、榜单任务

1. 城市高强度片区优化设计关键技术

需求目标：面向城市高强度片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优化需

求，针对安全应急、健康舒适、空间协同、系统集约、场景建构

等复杂型城市设计、管理与实施问题，研发优化设计关键技术，

开发协同设计软件和工具并开展技术验证。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1）片区统筹原理、集成方法及优化指标。提出高强度片区

的界定与分类标准 1套，复杂型城市设计理论著作≥1部，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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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设计与优化评估等技术标准（送审稿）≥3套；

（2）片区环境性能优化设计方法及技术。研发利于安全应

急管理及使用者身心健康的物理空间环境性能优化设计技术≥

6项；

（3）片区使用效能优化设计方法及技术。研发深地利用、多

层地表、立体街道、空中景观等利于全时全域高效运营的使用空

间集约效能优化设计技术≥6项；

（4）片区人本性能优化设计方法及技术。研发公共设施配置

可达性、体验包容性及认知归属感等利于使用者综合满意度提升

的公共空间人本性能优化设计技术≥4项；

（5）人机交互协同设计管理平台及其技术验证。研发辅助设

计决策工具软件不少于 3套，多目标优化人机交互协同设计平台

1套，并将工具软件和平台在不少于 5个高强度片区（至少 1个

片区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优化设计中进行验证性

应用，片区全域地下空间开发强度不小于 0.9，优化后片区内使用

者满意度不低于 75%，调查样本量不小于 5000人。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3年，立项 18个月后开展“里程碑”

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

2. 城市站城融合立体网络空间智慧运维关键技术与应用（共

性关键技术类）

需求目标：针对平面相连、上下互通、功能复杂多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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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城融合立体网络空间的智慧运维需求，研发智慧运维关键技术，

开发立体网络空间智慧运维平台，并进行应用示范。具体需求目

标如下：

（1）构建站城融合立体网络空间运行性态评价指标体系和

智慧运维架构，核心指标类型不少于 5种，包括结构、环境、能

耗、人流和事态等；

（2）研发立体网络空间跨系统多场景一体化泛在感知系统 1

套，端边采集与处理感知信息类型或参数≥15种，覆盖重点区域

和全部运行性态类型，实现感知信息端处理比例达到 85%以上；

（3）研发多源感知信息与立体空间布局特征深度融合的智

能评估技术 1套，运行性态识别准确率达到 90%以上，预测准确

率达到 80%以上；

（4）研发应急联动与快速处置一体化虚拟现实演练系统 1

套，覆盖突发事态应急场景不少于 4种；

（5）研发立体化网络空间智慧运维平台 1套，实现空间精

细建模和虚实融合，具备与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的接入功

能，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域站城融合立体网

络空间进行应用示范。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3年，立项 18个月后开展“里程碑”

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

3. 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支撑体系及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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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目标：针对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

提升的需求，研究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支撑体系，研发关键技术装

备与平台，并开展应用示范。具体需求目标如下：

（1）研究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数字协同理论、运行体征指标体

系及评价方法。建立城市运行体征指标体系 1套，指标数不少于

120项；

（2）研究针对城市运行管理高频多发问题的智能监测预警、

分析决策与资源调度技术。提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监测预警、

分析决策和资源调度算法不少于 3类，构建智能化治理应用场景

不少于 10类；

（3）研制面向城市巡查巡检、作业管养等场景的车载与穿戴

式成套智能装备。研制城市巡查巡检、作业管养等智能装备不少

于 5种，其中高空坠物隐患实时识别精度达mm级、自动识别率

达 85%以上，地面塌陷快速巡检设备位置定位精度±0.2m以内；

（4）研发具备应用场景快速构建、多源数据综合推演、多跨

协同高效联动等能力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研发适配国产软

硬件环境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1套，支持市、区县、街镇、

社区四级纵向联动，以及多源时空数据综合推演；

（5）开展综合性应用示范。在不少于 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进行应用示范，其中包括不少于 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示范总面积不少于 2000 平方公里，接入感知总点位不少

于 150万个；制修订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不少于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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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3年，立项 18个月后开展“里程碑”

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

4. 面向碳中和的低碳城市建设关键技术应用示范（应用示范类）

需求目标：针对目前低碳城市建设路径不清晰的问题，研究

建立面向碳中和的新型低碳城市评价体系、碳排放统计与核算方

法、碳排放基础数据库与动态监测技术，并开展应用。具体需求

目标如下：

（1）研究面向碳中和的低碳城市建设技术框架与评价体系。

要求建立基于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双控的新型低碳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评估方法和评价体系，编制考虑城市类型、发展水平、

资源禀赋及气候特征等的新型低碳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1项，应用

评价实证城市不少于 5个；

（2）研究新型低碳城市建设全过程碳排放统计与核算方法。

要求建立低碳城市建设领域全口径碳排放模型，开发低碳城市

碳排放核算工具，碳排放模型与核算工具应覆盖低碳城市建设

全过程；

（3）建立基于碳足迹的低碳城市建设碳排放基础数据库。要

求完成 5个以上典型城市建设领域碳排放基础数据库，涵盖建材、

建造和运行的全过程；

（4）研究新型低碳城市建设管理全要素碳排放实时监测与

分析技术。要求开发低碳城市碳排放动态监测系统并开展应用；



浙
江

大
学

 kjcg
x

— 416 —

（5）开展碳中和技术路径分析与应用示范。要求结合发展水

平、资源禀赋和气候特征等开展低碳城市建设关键技术适用性研

究，提出低碳城市建设碳中和技术路线图，编制新型低碳城市建

设指南不少于 5个，并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和其他

地区开展低碳城市、城区、园区等应用示范不少于 5个，碳排放

总量与国家建筑行业现行相关碳排放标准相比降低 30%以上。

时间节点：研发时限为 3年，立项 18个月后开展“里程碑”

考核。

榜单金额：不超过 1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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