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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指南〔2023〕22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 2023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社会发展科技攻关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根据《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十四五”规划》，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 2023 年度“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社会发展科技攻关项目申报指南。 

一、征集范围 

专题一、重大需求创新类 

方向 1. 东方枢纽设计建造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东方枢纽设计数字化要求，研究超大复杂枢

纽智慧交通、空铁一体化旅客行李数智输运设计技术，研发枢纽

市政设施设计管控一体化、大跨径盖梁预制拼装轻量化设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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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针对东方枢纽高效低碳建造要求，研制基于多路径资源化利

用的低碳混凝土材料、可逆式轻量化快速拼装模架装备，研究建

造过程精准控制技术，研发数字化建造、低碳高效建造技术；针

对东方枢纽韧性可恢复要求，研究综合灾源风险协同研判、多空

间多路径疏散技术，研制极端条件下海绵韧性装备，研发基于多

尺度耦合的枢纽一体化韧性恢复技术。 

考核指标：实现数字设计，形成《超大复杂枢纽智慧交通建

设技术导则》，枢纽至中心城区半小时可达率 90%以上、内部人

流转换效率相对同类项目提升 15%、对外交通集疏散效率提升

15%、空铁客运和行李运输效率提高 30%；建成整体响应时间≤5s、

系统设计冗余度≥30%的市政设施智慧管控系统；形成 34m 大尺

寸盖梁轻量化设计标准，提升构件性能 20%。实现低碳建造，建

立 5 条不同的资源化产品生产线；研制定位误差≤2mm、拼装效

率提升 30%的自动模架装备；研制判别准确率≥80%、缺陷定位误

差≤0.2m、深度误差≤±0.07%的超大规模围护渗漏检测装置；建设

平均调用时间 200ms、整体响应时间≤3s 的深大基坑群监测系统；

研制大空间智能建造装备；开发建造碳排管控平台。实现韧性控

制，综合多灾害抵御能力提升 20%、响应时间降低 50%；形成多

空间多路径疏散技术体系，实现极端情况下人员避难和物资补给

全覆盖；研制适应极端降雨（≥500mm/24h)的客水阻断装备 3 台、

开发一体化水循环装置，实现水环境恢复时间较常规缩短 75%；

构建效率提升 30%的多尺度耦合灾险智慧应急联动平台。在东方

枢纽工程中应用示范。 

执行期限：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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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1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

2000万元。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方向 2. 城市快速路高效低影响建造和智慧运维技术研究及

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城市快速路网全生命周期高效、低影响和智

慧发展要求，开展建造新装备新工艺研究，研制超深隧道随钻取

样及原位测试一体化装备、隧道进出匝道暗挖装备、主动控制机

械化沉井装备、隧道推拼同步盾构、隧道新型通风系统、部品构

件模块化智能化制造装备，研究基于渣土的再生路基填料制造技

术；开展低影响运维技术研究，研发城市快速路网智慧维护策略，

研制高架段、隧道段快速改造装备，研究运维过程中交通脆弱节

点识别和交通流再平衡技术，研发快速路智能检测监管、在役快

速路网交通容量拓升等技术。 

考核指标：实现高效建造，研制 200m 超深随钻取样及原位

测试装备，提升工作效率 70%；研制衬砌开孔面积不小于 3000m
2

的隧道专用暗挖装备 2 台，衬砌增韧材料强度和延性高于本体

25%；研制单个沉井直径 10-20m、深度 100m 的主动控制机械化

沉井装备；研制推拼进度≥10 环/天、管片环纵向定位误差<2mm、

效率提升 100%的推拼同步盾构；形成无高风塔的新型地下快速

路空气净化系统，氮氧化物净化率≥80%、颗粒物净化率≥90%；

研制自动化率≥70%的预制装配构件生产装置，节材 15%以上；渣

土原位利用率≥50%，固废总消纳率≥80%。实现低影响运维，降

低在役快速路运营噪音 8 分贝，提升结构抗震能力 1 度；研制适

应狭窄空间的高架施工装备，提高效率 20%；研发隧道衬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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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修复装备，修复材料拉伸强度≥12MPa；降低更新交通影响

15%；缩短运维管养响应时间 20%，提升检测效率 50%；形成快

速路网交通智能管控技术体系，提升路网容量 10%。在本市不少

于 30 公里的新建及快速路扩容抬升工程中应用示范。 

执行期限：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 1 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2: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方向 3. 大型邮轮绿色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 

研究内容: 针对自主研制大型邮轮设计能力尚未形成的现

状，研发大型邮轮安全设计技术及技术规范；针对建造高效化、

轻量化、智慧化的需要，研发大型邮轮总装建造物料输送数字化

关键技术，机电作动器等机电设备模块化、一体化建造关键技术，

复杂曲面钢结构的邮轮薄板低能激光强化工艺与锻造关键技术，

远海航行定位、导航、通信系统关键技术；针对配套产业链高度

依赖国外和配套材料绿色、低碳发展需求，研发舱室、通道等系

统建造所需的绝缘防火材料、零防污剂绿色防污涂料等关键技术

与产品。 

考核指标：基于国产大型邮轮绿色智能建造与制造进行研

究，形成自主研制大型邮轮平台的总体安全设计技术体系，形成

认可的技术标准；形成大型邮轮高效建造、模块化建造、薄板建

造和智慧管控工艺技术体系和技术规范，研制出物料集配重载堆

垛机器人和控制、输送系统，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物料集配管理

平台并进行应用，物资信息识别准确率、物料周转状态采集覆盖

率 90%以上，库存周转率和场地利用率提升 30%以上，有效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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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现场人员配置，研制出一体化机电作动器等系列化产品，

作动器额定速度 150mm/s，额定输入转速不小于 3000rpm，研制

出复杂曲面钢结构薄板处理的先进低能激光冲击强化装备，光斑

搭接率 50%-90%可调，钢结构表面强化深度≥500µm，压应力

≥300MPa，抗腐蚀开裂和疲劳强度提高 50%，研制出大型邮轮等

船舶导航基站、导航终端和导航基准传递装备，形成空间基准精

度 0.1m、时间基准精度 1ms、覆盖范围 5000km²、导航定位精度

优于 5m 的定位导航通信系统；研制绿色、低碳绝缘防火材料，

以及安全环保静态防污效果好、可降解和自抛光的防污涂料，实

现进口替代，在一个生物生长旺季内，船表面无明显藻类和藤壶

附着，附着面积不超过 10%，涂层降解自抛光后表面光滑，船体

涂层表面粗糙度低于 50 微米。 

执行期限：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 1 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

1500 万元。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2: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方向 4. 超大城市饮用水韧性及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研究内容：解析气候变化条件下咸潮入侵对长江口水源水库

量质影响及机制，研发水源水库同步避咸抑藻技术，突破超大城

市供水系统安全韧性提升关键技术；开发饮用水源中重点管控新

污染物溯源及赋存状况识别、基于新污染物特性的净水厂工艺优

化调控关键技术，研发难去除新污染物的高级氧化、光催化等深

度净化技术；研究长江口水源地水环境中典型重点管控新污染物

生态风险，阐明饮用水中新污染物暴露对敏感人群的影响及作用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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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形成面对长江口水源水库避咸蓄淡与抑藻低水位

运行需求的供水系统安全韧性提升技术体系，原水氯化物浓度

≤250 mg/L，示范规模≥500 万吨/天；建立饮用水中重点管控新污

染物检测方法 6-8 项，绘制长江口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污

染源分布图与信息表，开发新污染物高效去除关键技术 2-3 项，

去除率≥90%，形成≥14 类（种）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上海饮用水

“一品一策”控制技术方案，示范规模≥20 万吨/天；提出≥3 类（种）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水环境生态风险阈值或敏感人群健康暴露

基准建议值；编制针对气候变化条件下河口水源水库避咸抑藻协

同稳定运行技术方案和基于重点新污染物风险管控的饮用水水

质提升技术规程各 1 项。 

执行期限：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 1 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

1200 万元。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企业。 

专题二：创新引领类 

方向 1. 磁浮及智能交通技术 

研究目标：加快本市先进交通载运装备及智能交通系统的

技术进步，实现高速磁浮技术的自主创新，构建新一代自动驾驶

技术体系，形成国内领先的公共交通两网协同运行系统。 

研究内容：（1）研究交流悬浮电磁力波动、俯仰力矩补偿、

动子高效馈电等技术，研发兼容直流悬浮制式结构的全尺寸

（2975mm）双馈直线电机集成动子总成功能样机及控制器，开

展整车搭载试验验证；（2）研发多模态传感算法，研究基于多模

态传感技术的自动驾驶运动控制、路径规划、自动导航技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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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轨交与地面公交线网一体优化调度、信息融合诱导等技术，

搭建两网协同管控平台。 

执行期限：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3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200 万元。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

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 2. 污染物高值利用及原位阻控技术 

研究目标：构建基于高值化资源化与原位阻控的污染物治理

技术体系，形成环境污染高效治理范式。 

研究内容：（1）研究垃圾渗滤液和畜禽养殖废水中氮磷协同

再生利用技术，实现氮回收率≥70%，磷回收率≥95%，资源化产

品经济效益≥5000 元/吨，并示范应用；（2）研发高油脂高盐分湿

垃圾水热法连续产乳酸技术，实现组分复杂湿垃圾可控高值转化

并示范应用；（3）研究城市大型排水管道及附属设施带水快速检

测技术，研发新型修复材料、工艺及检测修复机器人，并开展原

位修复示范应用。 

执行期限：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3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200 万元。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

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 3. 深海探测与监测技术 

研究目标：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海深多波束海洋特定

目标探测与监测系统，构建全天候海洋地震波信息探测示范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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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网络，实现上海东部周边海域 2 级以上地震的实时监测与提前

预警。 

研究内容：（1）研究全海深多波束海底测深和水体目标探

测系统关键技术，研制测深 100-7000m、最大波束覆盖宽度不小

于 140°、对大中型水体目标作用距离不低于 2000m 的多波束海底

测深和水体目标探测系统；（2）研究海洋地震波信息定量化实时

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研制适用于海洋地震波监测的长距离、高时

空精度分布式光纤声传感系统和监测网络，震中定位精度

≤±50km，系统响应速度≤3s。 

执行期限：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2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

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专题三、支撑保障类 

方向 1. 生态空间构建监测与评估技术                                                                                                                                                                                                                                                                                                                                                                                                                                                                                                                                                                                                                                                                                                                                                                                                                                                                                                                                                                                                                                                                                                                                                                                                                                                                                                                                                                                                                                                                                                                                                                                                                                                                                                                                   

研究目标：围绕美丽上海建设目标，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

公园城市构建、森林资源智能化监测，将生态理念引入国家植物

园创建与超大城市建设，开展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研究内容：（1）研究面向国家植物园建设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关键技术，研发迁地植物保育及生境营造、生物多样性评估与智

能监测关键技术并示范；（2）研究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公园城市

空间架构、生态价值及服务功能关键技术，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及

指标体系；（3）研究基于机载激光雷达等多源异构数据耦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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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森林智能监测及森林资源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技术，突破 3-5

种主要树种林分的自动识别和蓄积量计算关键技术并示范应用；

（4）研究崇明岛 GEP 核算指标体系，构建本地化 GEP 核算模型

的参数观测体系和基础数据库，形成 GEP 核算本地化规范和流程。 

执行期限：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4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

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方向 2. 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支撑技术 

研究目标：支撑上海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发展，建立满足

高强度训练等特定需求的能量补充方案，形成优秀运动员运动

损伤个性化中西医结合防治策略，构建市民体质健康智能监测

平台。 

研究内容：（1）研究重点运动员不同训练状态下的能量消

耗精准测量与比较分析技术，竞技运动人群能量代谢差异分析

及能量补充技术；（2）研究运动员典型运动损伤、疼痛评估，

典型运动损伤的中西医结合诊疗与防治技术；（3）研究数字

化市民体质健康群体特征演进趋势分析、多模态测评与健康风

险预测技术，市民体质健康数字画像绘制技术。 

执行期限：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 3 个项目，每项资助

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企业牵头申报时，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

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1。 

申报主体要求：本市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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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1.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

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2. 对于申请人在以往市级财政资金或其他机构（如科技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项目基础上提出的新项目，应明确阐

述二者的异同、继承与发展关系。 

3.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项

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

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得提

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4. 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

案的同时，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 

5.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伦理准则。 

6. 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 2 项及

以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7.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市科委科技计划

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 

8. 专题三下属方向 2 由市科委会同市体育局共同发布、共

同支持，鼓励采取产学研协同创新方式开展。 

三、申报方式 

1. 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无需送交纸质材料。申请人

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gov.cn）--政务服务--点

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进入申报页面，或者直接

通过域名 http://czkj.sheic.org.cn/进入申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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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如尚未注册账号，请先转

入“一网通办”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进入申报指南页面，点

击相应的指南专题，进行项目申报； 

【继续填写】使用“一网通办”登录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 

2. 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12 日 9:00，截止

时间（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为 2023 年 10 月 31 日 16:30。 

四、评审方式 

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五、立项公示 

上海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接受公众异议。 

六、咨询电话 

服务热线：021-12345、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

（手机）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3年9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