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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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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乡村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

重点专项。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3 年度项目

申报指南。

本专项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已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

业发展，扶植和壮大一批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产学研

用融合的创新联合体和服务农业特色产业科技特派员，示范并

推广一批先进适用技术模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振兴乡

村产业。

2023年度指南优先安排重大、关键且紧迫，以及具备一定基

础的任务，按照共性关键技术类、应用示范类两个层面，拟启动

10个项目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1. 9亿元。其中，青年科学

家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1800 万元，拟支持项目 9个，每个

200万元。

如无特殊说明，实施周期不超过 5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

必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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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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科学家项目（项目名称后有标注）不要求对指南内容全

覆盖，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家。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男性应为 1985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198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原

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

部省联动项目（项目名称后有标注）经费预算由中央财政资

金和省级财政资金共同组成，省级财政资金与本省份有关单位牵

头课题所获中央财政资金配比不低于 1:1。申报项目中由联动省

份有关单位牵头的课题数不少于 1个、不多于 2个，其中遴选 1

名课题负责人作为项目负责人，至少 1个课题由企业牵头。联动

省份有关单位牵头的课题所获中央财政资金不超过项目中央财政

资金的 50%。申报项目中由企业牵头的课题原则上不少于 2个。

项目组织申报流程要公开透明、有迹可查，项目牵头单位遴选公

平公正，参与单位面向全国遴选。部省联动相关地方科技主管部

门在资源统筹、政策协调等方面加强支撑配合，采取有效措施推

动项目成果在相关省份应用示范。

每个指南任务原则上支持 1项（有特殊说明的除外）。在同

一研究方向下，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

路线明显不同的情况时，可考虑支持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

分两个阶段支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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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 特色畜禽肉特征品质分析与特征标准研究（共性关键技

术类）

研究内容：聚焦特色家畜（地方猪、黄牛和特色品种羊）和

特色家禽（地方黄鸡、乌鸡、麻鸭），针对产品特质性成分不明、

本底不清，品质评价技术和标准匮乏等重大问题，开展特色畜禽

肉多维品质评价研究，挖掘分析鉴定特质性成分种类及含量，解

析主要特质性成分形成生化代谢机理；研究特色畜禽肉加工过程

中特征品质变化规律，明确典型制品特征品质评价关键指标及阈

值；建立特色畜禽肉食味、营养、加工等多维品质指纹图谱，构

建我国特色畜禽肉品质数据库信息平台，制定特色畜禽肉全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

考核指标：阐明特色畜禽肉特质性成分 100个，建立不同产

品特质性成分分析鉴定方法 50 个以上，构建特色家畜肉品质数

据库 1个、特色家禽肉品质数据库 1个，研建特色畜禽肉品质评

价模型 25个以上，制定标准和技术规范 75个以上，其中行业标

准和行业技术规范 10个以上，团体、企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65个

以上。

关键词：特色家畜，特色家禽，多维品质，品质数据库

2. 特色辣椒、花椒等辛辣蔬菜和香辛调味料产业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示范（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聚焦辣椒、葱姜蒜等辛辣类特色蔬菜，以及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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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等辛辣调味品产业，针对优良品种缺乏、商品化种苗应用率

低、规范化栽培技术及设施落后、轻简化标准化管理程度低、产

业链技术集成度不高、产业效益不稳等问题，筛选适宜该地区的

优质、抗病品种；研发集成优质高效轻简化栽培、病虫害绿色防

控等生产关键技术；开展辛辣类特色蔬菜自动化采摘、分级、采

后加工、品质保鲜与风味品质评价技术研究，创建适宜性绿色高

效生产关键技术模式，在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立示范基

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适宜性辛辣类特色蔬菜品种 20 个以上，研

发集成绿色高效生产关键技术 20 个以上，创建品质提升和高效

生产模式 10套以上，制定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或标准 20个以上，

开发特色蔬菜辛辣调味新产品 10个以上，打造知名品牌 6个以

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5家以上，培训本土科技人才 200人以上，

带动 1万户农户年均增收 2000 元以上，服务国家级或省级农业

科技园区 5个以上，核心示范面积 1万亩，示范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 5万亩，辐射带动 30万亩，服务创新型县（市）2个以上。

关键词：辛辣蔬菜，香辛调味料，轻简化栽培，品质提升

申报要求：该项目由企业牵头申报，牵头单位须具备较好的

研究基础和较强的产业化能力，并且为本领域的龙头企业或者高

新技术企业。

3. 乡村特色农产品品质智能管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共性

关键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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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聚焦我国中西部地区特色粮油、果蔬、畜禽、菌

药茶等乡村特色产业，针对农产品“品质—环境—投入品”关联

数据利用率低、智能化生产过程管控手段缺乏、品质优势转化为

产业效益难等问题，研制标准化环境数据自动采集装备，研发多

维品质检测数据及其关联的生产管控数据融汇治理底座，构建特

色农产品品质多维数据仓库；研发特色农产品特征品质鉴别与综

合评价技术，研建特色农产品“生产管控—品质提升”推理模型，

研制农产品特征品质保持与提升智能管控装备；建立高品质特色

农产品生产技术规范，构建特色农产品“品质—环境—投入品”

监测与智能管控大数据云服务平台。

考核指标：面向我国中西部地区特色粮油、果蔬、畜禽、菌

药茶等特色农产品品质提升的应用场景，构建“品质—环境—投

入品”农产品品质多维数据仓库 1个（品质检测样本 3000 个以

上，关联管控数据 20万条以上），集成标准化要素数据采集装备

50套以上；研发特色农产品特征品质鉴别与综合评价模型 1套，

研建品质提升推理模型 10个；制定特色农产品品质提升生产技

术规程或标准 10项，研发品质保持与提升智能管控装备 10套；

构建特色农产品“品质—环境—投入品”监测与智能管控大数据

云服务平台 1套；在 10个创新型县（市）、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

技园区内开展示范应用，服务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 20 个以上，

实现特色农产品核心特征品质显著提升并带动生产经营主体收入

增加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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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特色农产品，品质数字化，多维数据仓库，智能管控

4. 特色中药材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部省联动，应

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聚焦秦巴山区、吕梁山区、乌蒙山区等地区南五

味子、酸枣仁、重楼、乌梅、金银花、黄连、厚朴等中药材产业，

针对品种混杂、病虫害高发频发、标准化程度不高、重金属和农

药残留超标、加工技术落后、与农田争地等问题，筛选优质抗病

品种；研发并集成种苗标准化繁育、生态种植、病虫害绿色防控、

质量安全检测等关键技术；研发采收加工、贮藏保鲜及高值化综

合利用等技术和装备，开发新型功能性产品；建立中药材安全性

检测及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创建绿色高效智慧化种植、采收、加

工等全产业链生产模式，在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立示范

基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适宜特色道地药材品种 10个以上，研发并

集成各类产业关键技术 30项以上，创建品质提升、质量控制和

绿色高效生产模式 10套以上，制定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或（地

方、团体或行业）标准 10个以上，开发中药材加工新产品 8个

以上，打造知名品牌 4个以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4家以上，培

训本土科技人才 150人以上，带动 1万户农户年均增收 2000元

以上，服务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5个以上，核心示范面积

1万亩，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5万亩，辐射带动 30万亩，服

务创新型县（市）2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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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特色中药材，种苗繁育，生态种植，全产业链

联动省份：陕西省

5. 菌草食药用菌、兰花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部省

联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聚焦我国菌草食药用菌和特色地区兰花产业，针

对兰花栽培基质成本高，菌草、兰花产业生产关键技术标准化程

度低、高值化产品开发程度及品牌效益不高等共性问题，筛选或

培育适宜菌草栽培食药用菌优良品种，研发菌草高效栽培食药用

菌生产、高值化产品加工、质量安全检测控制等关键技术及生产

模式；研发菌草及其菌物饲料高效转化关键技术和配套生产工艺

及评价技术体系；筛选或培育蝴蝶兰、兜兰和国兰等优质新品种，

建立兰花良种高效繁育技术体系；研发并集成菌草替代兰花栽培

基质、兰花花期精准调控、重大病虫害监测技术体系；研发兰花

采后加工及品质保鲜技术，集成盆花和切花分级、包装、运输等

关键技术；在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立示范基地，形成可

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或培育适宜菌草栽培食药用菌优良品种 5个

以上，研发菌草高效栽培食药用菌生产、加工和资源化利用等技

术 5个以上，制定相关技术规程或标准 2项以上，创制标准化菌

草栽培食药用菌等生产模式 2套以上，开发菌草食药用菌高值化

产品 3个以上；筛选或培育适宜性兰花优质品种 10 个以上，研

发兰花优质种苗繁育、花期精准调控、病虫害防控标准化、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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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鲜等关键技术 8个以上，制定相关技术规程或标准 5项以上，

创建兰花适宜性优质高效生产模式 3套以上。打造知名品牌 5个

以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5家以上，培训技术人员和新型职业农

民 1000人次以上，带动 1万户农户年均增收 2000元以上，服务

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2个以上，服务创新型县（市）2个

以上。

关键词：菌草，兰花，花期调控，高值化加工

联动省份：福建省

6. 特色木薯、马铃薯、山药等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部省联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聚焦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以及海南等华

南地区的木薯、特色马铃薯、山药和特色早熟甘薯等产业，针对

优良品种缺乏、生产技术标准化程度低、贮藏保鲜难、精深加工

技术落后、产品附加值低、产业效益不稳等问题，筛选适宜该地

区的优良特色品种；研发并集成种薯种苗标准化繁育、轻简化高

效栽培、水肥高效利用、病虫害监测与绿色防控、机械化智能化

收获等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和产品；开展特色薯类产后绿色储存保

鲜与贮藏装备、多组分营养绿色高效制备、高品质食品加工配料

等高值化利用技术与装备研发，开发粗加工、半加工、精加工新

产品；创建绿色高效生产模式，在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

立示范基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地区适宜性特色薯类作物品种 20 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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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并集成各类技术及装备 30 个以上，创建绿色优质高效生产

模式 15套以上，制定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或标准 30项以上（其

中国家或行业标准 5项以上），开发特色薯类加工新产品 25个以

上，打造知名品牌 8个以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8家以上，培训

本土科技人才 200 人以上，带动 2 万户农户年均增收 2000 元以

上，服务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5个以上，核心示范面积 2

万亩，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5万亩，辐射带动 30 万亩，服

务创新型县（市）2个以上。

关键词：种薯繁育，绿色储存，高值化利用

联动省份：海南省

7. 燕麦、藜麦、谷子等特色杂粮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

范（部省联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聚焦燕山—太行山区、科尔沁沙地南缘等地区燕

麦、藜麦、谷子和荞麦等特色杂粮产业，针对优质高产品种缺乏、

水肥资源利用率低、标准化栽培技术欠缺、精深加工技术不足、

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筛选抗旱耐瘠、宜机收、富含功能成分、

加工专用的优良品种；研发集成可降解地膜利用、水肥精准管理、

绿色高效宜机一体化栽培、智能监测与大数据云平台等关键技术

及产品；研发风味改良、活性物质稳态保持等精深加工技术，开

发高值化功能性产品，在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立示范基

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适宜性优良品种 10 个以上，研发集成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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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轻简化、智能化、标准化生产关键技术及产品 15 个以上，

制定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或标准 15 项以上，创建绿色高效生产

模式 10套以上，研发高值化产品精深加工技术 10项以上，开发

高值化功能性新产品 10个以上，打造知名品牌 5个以上，培育

壮大龙头企业 5家以上，培训本土科技人才 100人以上，带动 1

万户农户年均节本增收 2000 元以上，服务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

技园区 3个以上，核心示范面积 1万亩，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新产品 10 万亩，辐射带动 50 万亩，服务创新型县（市）2

个以上。

关键词：特色杂粮，绿色高效，轻简化栽培，精深加工

联动省份：内蒙古自治区

8. 枇杷等特色仁果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部省联

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聚焦西南山区、燕山—太行山区、秦巴山区等地

区枇杷、山楂、冷凉高地苹果、红皮梨等特色仁果产业，针对品

种退化、生产管理技术落后、病虫害严重、采后物流保鲜、储运

加工等技术和产品研发滞后、产业效益不稳等问题，筛选适宜性

优质高产特色品种；研发集成种苗培育、高效授粉、轻简化栽培、

品质提升和绿色防控等生产关键技术；研发绿色保鲜材料等特色

仁果采后物流保鲜储运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高值化加工关键技

术及产品；研发生产全过程信息自动化采集、数字化监测、智能

化诊断和视觉分级分选关键技术及产品；创建适宜性绿色高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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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模式，在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立示范基地，形成可复

制推广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适宜性特色仁果品种 20个以上，研发集成

配套关键技术及智能化装备 30 个以上，建立智能化管控平台 5

个以上，创建适宜性绿色高效生产模式 25 套以上，制定规范化

生产技术规程或标准 20个以上，开发特色仁果加工新产品 10个

以上，打造知名品牌 5个以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5家以上，培

训本土科技人才 200 人以上，带动 1万户农户年均增收 3000元

以上，服务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3个以上，核心示范面积

1万亩，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5万亩，辐射带动 30万亩，服

务创新型县（市）2个以上。

关键词：特色仁果，高效授粉，自动化采集，智能化诊断

联动省份：重庆市

9. 西南地区蚕桑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部省联动，

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聚焦我国南方石漠化区蚕桑产业，针对抗性优质

高产品种缺乏、集约化高效种养技术落后、资源利用率低下、产

业效益不稳等问题，筛选适宜南方高温多湿气候条件下的抗性蚕、

桑优良品种及种质资源；研发优质蚕品种的饲料化养殖、优质桑

品种的物联网种植技术与智能化装备，开发蚕桑数字化精准生产、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及关键装备，构建从蚕茧到生丝的智能化生

产技术平台；开发大宗蚕桑资源多功能、高值化加工利用与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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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保鲜技术及关键装备，开发蚕桑食药用、饲料用、肥料用和

日化用新产品；构建形式多样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的现代

蚕桑“种养加”全产业链高效生产模式，在国家级或省级农业科

技园区建立示范基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筛选抗性优质高产专用蚕、桑新品种及种质资源

10个以上，研发集成蚕桑绿色高效生产及高值化综合加工关键技

术与相关智能装备 20个以上，开发蚕桑多功能新产品 10个以上，

制定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或标准 20项以上，建立蚕桑“种养加”

全产业链高效生产模式示范基地 10个以上，基地内 5A等级以上

优质生丝比例提高 30%以上，打造知名品牌 6个以上，培育壮大

龙头企业 6家以上，培训本土科技人才 100人以上，带动 1万户

农户年均增收 2000 元以上，服务国家级和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3

个以上，核心示范面积 1万亩，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5万亩，

辐射带动 30万亩，服务创新型县（市）2个以上。

关键词：蚕桑，物联网种植，数字化生产，种养加

联动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

10. 特色菌药茶特征品质分析与特征标准研究（青年科学家，

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聚焦已脱贫地区典型食用菌（黑木耳、香菇等）、

特色中药材（黄芪、当归等）或生态茶（绿茶、红茶等）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研发多维时空品质挖掘与评价共性技术，研建生产

贮运加工全程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并在已脱贫地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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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选取并聚焦研究内容中任意一类研究对象，进行

探索性研究，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以高水平文章、技术规范、

标准、品质评价模型、指纹图谱数据库或创新性品质挖掘技术为

成果呈现形式，并有效服务相关产业应用。

关键词：典型食用菌，特色中药材，生态茶，品质评价，指

纹图谱

拟支持项目数：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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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男

性应为 38 周岁以下（198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应为 40

周岁以下（198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

员年龄要求同上。

（3）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

作为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供

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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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4）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

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7）项目申报人员满足申报查重要求。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22年 6月 30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

过 3家。

（2）部省联动项目的经费预算中省级财政资金与本省份有

关单位牵头课题所获中央财政资金配比不低于 1:1，申报项目中

由联动省份有关单位牵头的课题数不少于 1个、不多于 2个。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戴泉玉、王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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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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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

或参与申报项目（课题），课题负责人可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项目（课题）负责人、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课题）和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在研项目（课题）总数

不得超过 2 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

在研项目（课题）负责人和项目骨干不得因申报新项目而退出在

研项目；退出项目研发团队后，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

头或参与申报新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 涉及与“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

作”2 个重点专项项目查重时，对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预算不超

过 400 万元的“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项目、中央

财政专项资金预算不超过 400 万元的“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重

点专项港澳台项目，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其他重点专项项目（课

题）互不限项，但其他重点专项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参与

申报此类不限项项目。

3.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分项目实施联合查重。对于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的项目（课题）负责人，需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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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限

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限部门推

荐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主要参与者）实施联合限

项，科研人员同期申报和在研的项目（课题）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2 项，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青年科学家项目、科技型中小企

业项目、国际合作类项目 3 类项目不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

限项范围内。

对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科学仪器设备

开发”重点专项（科学仪器方向），还需与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含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重点专项进行联合查重，科研人员

同期申报和在研上述三类项目原则上不得超过 1 项。

4. 项目任务书执行期（包括延期后执行期）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不在限项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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