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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实施评估及其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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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徽省自2015年实施科技重大专项以来，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取得了较好效果。

为了系统、全面、客观地掌握科技重大专项政策的财政兑现及实施绩效，本文从项目自主知识产权、关键共性技术、

新产品开发、成果转化等目标实现情况以及补助资金落实及使用情况等维度，对462项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绩效进行综

合评估，通过对项目自评估报告的深度分析及典型项目调研访谈，剖析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有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为相关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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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projects from 2015, Anhui Province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which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grasp the financial fulfill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of polic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projects,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performance of 462 projects in Anhui province from many dimensions, such as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key common technologies,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other 
objectives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use of subsidy funds, etc.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ject self-evaluation report and typical project survey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also analys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provides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th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related policy formulation and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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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重大专项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推动科技

关键领域技术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推动国家和地

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政府

通过科技重大专项，遴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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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业的优势高新技术，实现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重大成果转化，逐步形成优势龙头产业，为

社会创造效益 [2-4]。

省科技重大专项是由省科技厅统筹各市科

技重大专项领域，围绕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

技术产业和市首位产业等发展技术需求，组织凝

练实施的省级科技计划。安徽省于 2015 年实施

科技重大专项计划，目前已经成为引领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5-6]，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将对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的 19 类科技重大专项绩效进

行分析，总结地方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二者之间

关联性和互补性，剖析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宏观政策建议。

1 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概况及评估方法

1.1 概况

安徽省在 2015—2017 年期间，围绕量子通

信、智能语音、新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生物

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7-10]的 19
类科技重大专项，共资助了 462 个项目，投入财

政资金 6.65 亿元。从推进安徽省创新型省份建设

的战略高度，对影响安徽省产业、社会和民生发

展的重要领域实现全覆盖，并在传统产业与新兴

产业、产业发展与社会和民生改善、项目各承担

单位、项目所属区域等方面实现统筹协调。安徽

省实施科技重大专项 3 年来，合肥市获得财政资

金补助 1.07 亿元，占总金额的 16.05%，芜湖市

占 8.88%，大多数地市获得的财政资金补助占总

金额的 3% ～ 4%。资金支持对象涉及企业、高

校、科院院所，分别获得财政资金补助 5.17 亿

元、7 210 万元、7 550 万元，在总体中占比分别

为 77.79%、10.85%、11.36%。重大专项政策以

战略需求和发展目标为导向，促进了全省创新驱

动发展。根据初步统计，462 项专项实施后，获

得授权专利 2 047 项，制定新标准 1 125 个，培

养中级及以上人才 2 786 人，拉动产业投资 962.9
亿元。科技重大专项多层次、分结构、全方位配

置专项领域，坚持立足新时代发展要求，以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供给侧改革，不仅在量子通

信、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新兴领域取得了瞩目成

果，而且对电力、医疗、农业等传统产业领域进

行优化改革。政策的实施显著地推动了社会可持

续发展与民生改善，在生态环保、公共安全领域

均取得了优异成果。2017 年科技重大专项政策追

随国家宏观政策指引，增设皖北及贫困县专项，

以科技成果助力精准扶贫工作稳步推进。科技重

大专项实施以来，在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

大成果转化、培育和发展龙头骨干企业、提升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和做大做强优势高新技术等方面产生了积极

的效果，为安徽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进一步推进了区

域的协同发展。

1.2 评估方法

科技重大专项评估主要包括政策落实情况和

政策实施绩效两个方面。每个评估角度和评估关

注点内容见表 1。
科技重大专项政策落实情况主要从资金落实

和资金使用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重点考察省级财

政资金的兑现及使用情况，是否按照预算进行严

格执行，其主要用途用于何处，以及为落实政策

市县配套资金、企业自筹经费兑现及使用情况。

科技重大专项政策实施绩效主要包括两个评

估角度：一是重大专项的指标完成情况，二是基

于领域方向、地区、机构类别等对科技重大专项

实施绩效进行多维度分析。

科技重大专项申报书中设有预期目标成果，

即合同书上记载了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实施目标

指标，因此可以通过自查报告获取该项目在政策

落实之后的资金使用情况、实施绩效及目标指标

进展情况。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效果评估指标来源

于申报书中目标建议指标，并根据评估要求整理

而成，具体见表 2。
（1）科技重大专项指标完成情况。每年进行

科技重大专项申报书，申报单位在申报书中要列

出预期取得的科技成果，且申报书中给出了技术

创新成果、放大拉动指标、人才引进培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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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同交易指标、其他成果等 5 个方面的目

标指标。基于《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管理

办法》中的评估要求，主要从知识产权、关键

共性技术、新产品技术、成果转化、人才引进

培养、产业拉动等方面进行目标完成情况细分

分析。其中，预期目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合同书，

目标完成与进展情况主要来源于获批单位的自

查报告等。

（2）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绩效的多维度分析，

基于所获得的科技重大专项目标完成数据，一

是对 2015—2017 年科技重大专项的整体绩效情

况进行比较分析，并分析科技重大专项资金兑

表 1 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效果评估框架

评估议题 评估角度 评估关注点 证据来源及收集方法

政策落实情况
资金落实 ● 省级财政

● 市县配套

● 单位投入

● 合同书

● 自查报告

● 座谈

● 典型案例

资金使用

政策实施绩效

完成情况

● 知识产权

● 关键共性技术

● 新产品

● 成果转化

● 人才引进培养

● 产业拉动

多维度分析

● 地区

● 机构类别

● 领域方向

● 典型案例

表 2 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效果评估指标

一级评估指标 二级评估指标 说明 证据来源及收集方法

知识产权

● 申请专利情况

● 授权专利情况
含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以及国外专利等

● 合同书

● 自查报告

● 座谈

● 典型案例

● 新品种权 -

● 新药证书 -

● 制定标准 含国际、国家、行业、地方、企业标准等

● 其他 含新工艺、软件著作权等

关键共性技术 基于调查、自查报告、座谈分析总结得出

新产品 基于调查、自查报告等得出

成果转化

● 产学研合作

● 技术合同数

● 合同交易金额

技术合同数为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认定的合

同数。

人才引进培养

● 引进高层次人才数

● 培养中级以上人才数

● 引进创新团队数

高层次人才包括高级职称、院士等

产业拉动

● 拉动产业投资

● 新增销售收入

● 新增利税

-

其他 除上述之外的其他科技成果

注：具体评估指标在实际评估过程中将根据合同书、自查报告等实际指标数据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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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绩效完成情况在不同地区与机构类型间的差

异性；二是对科技重大专项所涉及的 19 个研究

领域进行政策兑现及实施绩效的横向比较；三

是分别对科技重大专项所涉及的 19 个研究领域

进行政策落实以及实施绩效的详细分析，分析

2015—2017 年各研究领域财政政策支持方向的

变化、支持力度以及实施效果；四是基于自查报

告、实地走访、座谈等方式总结出典型性案例进

行推广。

因为科技重大专项涉及 19 个专业领域，涵

盖了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地

市首位产业等大部分发展技术需求，而且政策

本身、技术本身具有专业性、动态性和环境适

应性，因此针对 19 个专业领域的实施绩效情况，

邀请行业领域的专家进行座谈和咨询，通过头脑

风暴法（或德尔菲法）对科技重大专项政策进行

优劣势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下一步政策调整或

科技重大专项指南调整提供参考。

2 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绩效分析

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政策实施以来，省、市

县各级在资金和政策方面联动推进，各项政策细

则始终保持稳步落实，结果显示整体过程进展良

好。截至目前，2015 年获批执行的科技重大专项

已验收或正在验收过程中，根据来自项目验收报

告的各项数据，项目绩效指标整体完成较好。从

总体来看，2015 年获批的科技重大专项在知识

产权、成果转化、人才引进、产业拉动方面基本

完成预期指标。专项实际申请专利知识产权 885
项，实际获得授权专利 451 项，其中新材料领

域、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生物医药领域、新型

显示领域、智能农业领域、高档数控装备领域贡

献较多；在新品种权的申请上，轨道交通装备领

域和生物育种贡献较为显著，分别获得新品种

权 13 项、12 项；实际制定标准共计 172 项，生

物医药领域、新材料领域、航空装备领域贡献较

为显著；产学研合作项目 106 项，农产品精深加

工、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贡献较为显著；实际

培养中级及以上人才 347 人，高性能专用集成电

路领域、基于大数据科技服务业领域、新材料领

域、新能源汽车领域、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新

型显示领域、环境监测与治理领域、机器人领域

贡献较为显著；在产业拉动方面，共计拉动产业

投资 188 亿元，其中新材料、智能农业、新能源

汽车领域贡献较为显著。

3 存在问题

3.1 部分专项有待进一步优化调整

一是部分专项计划有待进一步调整。如在

智能语音领域，2015 年、2016 年共计 4 个专项，

承担单位均为同一公司；在量子通信领域，2015
年、2016 年共计 3 个专项，其中有 2 个专项承

担单位为同一公司。以上两个领域重大专项属于

国家级重点支持项目，且资源过于集中于某一企

业，资源配量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是部分农业专项有待进一步合并。现代

农机装备专项 2015—2017 年共获得 11 项资助。

在该专项下有部分小项与智能农业的小项设置

重复，如均设有大田作业装备等，或者说现代

农机装备本身可以看作是智能农业大项的一个

分支。

三是部分专项参与国家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培

育。围绕着信息、能源、健康、环境等相关领域

开展的科技重大专项，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原创

性成果，获得了国家相关政策支持。量子通讯、

高性能专用集成电路、智能语音、新型显示等科

技重大专项实施成果已在国内初具竞争力，甚

至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但相关研究平台、基

础设施、高层次人才引进等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投

入力度，进一步培育其国家竞争力乃至世界竞争

力。此外，其他领域的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还未形

成国家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挖掘出重点领域或培

育重点成果，争取获得国家政策支持，形成国家

竞争力。

3.2 协同配合有待进一步增强

一是市（县）科技管理部门职责和权限有待

进一步明确。市（县）科技管理部门作为直接管

理部门，职责不够明确，缺乏一定的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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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17 年 19 类科技重大专项资金支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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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2017 年 19 类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产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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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难以对项目承担单位形成高效制约，阻碍

了市科技局管理工作的开展。

二是对企业的跟踪服务和宣传指导有待进

一步加强。省科技厅出台了系列重大专项实施方

案，但是一些市科技局未能及时解读和宣传指

导，项目承担单位未能深刻理解相关制度并及时

提交相关的报告（如实验报告、调研报告、工程

报告、测试报告、评估报告等）。

三是对专项计划申请审查力度有待进一步

加强。部分项目单位重申报轻落实，为了在前

期成功获得立项，在申报时可能会将部分绩效

指标数据预期过高，导致后期立项后实际执行

图 3 2015—2017 年 19 类科技重大专项人才培养情况

图 4 2015—2017 年 19 类科技重大专项产学研及产业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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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难以完成预期指标，给项目验收带来了

困难。

3.3 项目和经费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部分专项计划实际支出经费与预算存在

差异。根据项目承担单位的自查报告反馈，多数

企业前期的经费预算业务不够熟悉、预算金额不

够准确，而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经费变更情况考

虑不全面，使得后期实际支出明细与预算存在较

大差异。

二是财政资金实际落实情况与预期存在差

距。科研经费结转、间接经费等政策存在障碍，

企业无法对间接经费进行统筹，年度结束后人员

绩效支出难以及时支付。部分市（县）配套政策

尚未形成完整体系，财政资金拨付未完全到位，

配套资金落实力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是部分专项计划存在资金短缺问题。部

分项目因政策和原料市场原因，产品成本偏高，

原预计投资额大幅提升，大规模生产投资面临

资金短缺。此外，企业前期对产品市场调研不

足，产品销售资金回笼较慢，导致资金存在紧

缺问题。

四是部分延迟完成的专项需要进一步跟踪。

由于企业外部政策、经济环境等不可控因素的

影响，部分专项建设需延迟完成，暂时无法取

得预期经济效益；或者部分专项申报时预期过

高，实际研发过程中存在困难，研发内容和关

键技术尚待解决，销售目标难以完成，造成项

目迟延完成。这些项目需要后续跟踪，调查分

析其未及时完成的原因。在明确造成延迟原因

后，指派相关专家参与分析和解决，同时对专

项进行持续监督和管理，定期进行专项完成情

况汇报，加强专项的持续管理，确保发挥专项

应有的效应。

五是专利成果确认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多

数承担单位反映，专利申请由于审核手续繁杂、

排队等候过多等导致专利授权速度较慢，专利申

请周期较长，合同成果指标较难及时完成。科技

重大专项应实事求是，不以“唯论文、唯职称、

唯学历、唯奖项”“四维”论英雄，以推动地方

和国家的关键科学技术发展为目标，切实将科技

成果转化为社会应用。

六是项目档案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调查发

现，有关企业项目技术文档存档不够规范，相关

责任没有落实到专人，项目资料和档案管理有待

进一步加强；配套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缺少支撑

材料，专项审计存在困难；人才引进培养指标和

放大拉动指标方面证明材料不齐全，有待进一步

收集和归档。

七是部分专项计划绩效指标落实情况有待

进一步加强。从项目承担单位提交的自查报告

来看，拉动产业投资绩效指标数据缺失较为严

重，多数企业无法提供产业拉动的支撑材料或者

数据。此外，在 2015 年验收专项中，高端医疗

器械领域知识产权、人才引进指标完成度均低于

50%，上述专项领域绩效指标落实情况有待进一

步加强。

八是新产品产业化及推广力度有待进一步

加强。部分新兴产业项目，由于技术的先进性和

首创性，在产品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缺乏相关经验

借鉴，产业化进程缓慢。同时，在产品的推广阶

段，用户缺乏对产品的了解和认可，新产品推广

存在困难，市场开发力度不强。

九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有待

进一步加强。多数承担单位反映，企业研发人

才匮乏，一些企业完全依赖外部技术合作，影

响研发的深入和产业化转化速度，而且专业人

才的缺乏也引起专项科研论文、专利等成果产

出不足。

4 结语与对策建议

科技重大专项在推动地方和国家的关键科学

技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正确的顶层设

计和宏观引领才能切实推动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

转化，才能加速产业供给侧改革，助推社会可持

续发展与民生改善，构建科技投入新格局，从而

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在地方制定科技重大专项政

策时既要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匹配，又要相互补充

并兼顾地方优势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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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适时动态调整科技重大专项指南

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和信息技术发

展水平，可将量子通信专项更改为“量子通信与

量子计算机”专项，重点开展量子调控与量子信

息等相关研究与科技攻关计划；增设人工智能专

项，可将原智能语音等相关专项整合并入该大项

内，重点开展人工智能基础性研究以及在重点领

域的应用型研究；将现代农机装备中的小项与智

能农业中的小项进行整合；增设“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专项，重点搭建中国脑科学南方中心合肥

分平台和建设国家超算中心。在未来科技重大专

项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科技重大专项在安徽

省合肥市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的作用。此

外，对于其他领域的科技重大专项需重点培育重

点企业或重点成果，鼓励相关企业和高校科研院

所申请国家级科技重大项目，获得国家层面的政

策支持，培育其国家竞争力。

4.2 强化省市（县）和企业三级协同管理

一是进一步完善科技重大专项三级协同管理

机制。要合理划分各级管理部门权责，统筹项目

管理标准，分层推动政策落实，建立全方位、多

层次、科学化的项目管理机制。直接管理部门要

建立、健全对项目承担单位的制约机制，对项目

实施环节的问题做到及时、有效整改。

二是加大项目申请阶段的合同审查协同力

度。省市（县）科技管理人员应当在初期合同申

报环节加大审查力度，对预期成果指标虚高的项

目重点关注；要加强与申报人员的沟通，充分考

虑申请单位规模及预期的技术、经济、社会环

境，对申报指标设置过高的项目及时调整，从源

头控制项目质量。

三是完善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级管理部门的

跟踪及反馈机制。为落实科技重大专项政策，省

科技厅出台了系列实施方案，因此直接管理部门

要进行及时的解读和宣传。对各项实施细则的执

行落实过程存在的问题，要做到实时跟踪，及

时寻找解决方案，建立健全重要信息及时沟通机

制、重大问题定期会商机制、重大项目清单管理

机制。要建立全面的政策实施绩效评估体系，对

政策执行、落实情况进行总结，结合形势发展要

求，有效反馈、不断完善。要建立源头政策有解

读、执行过程有跟踪、结果评估有反馈的全面、

动态、可控的项目管控机制。

4.3 完善科技重大专项组织与经费管理

一是优化财政资金在各专项领域的配置。要

结合形势发展需求，综合项目绩效指标，以区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问题为导向，

合理、高效地分配财政资金，加大在各专项领域

的支持力度。

二是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体系。在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支持作用的同时，要积极带动社会资

本、金融资本与科技的融合。以金融创新促进资

本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全方位对接，推动科

技成果产业化，倒逼创新企业加强研发力度。可

尝试引导设立天使投资基金、建立科技创新投融

资交易服务平台，综合运用无偿资助、创业投资

引导、风险补偿、贷款贴息以及后补助等多种方

式，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创新活动。

三是加强项目经费管理培训力度。省级科技

体制改革后，出台了一系列经费管理办法。为了

完善项目经费管理、规范项目账目设置、保证财

政经费使用效率，要切实指导科技人员管好科技

项目，细化经费使用细则，明确经费管理评价标

准，在项目管理、财务、制度等方面加大指导力

度。

四是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要培育科技

成果转化中介力量，增加科技成果产业化支持力

度，建立科技成果与市场的对接平台。可尝试对

技术先进性强、社会经济效益大的科技成果给予

政策、资金、人才支持力度上的倾斜，进一步扩

宽科技成果和产业的合作渠道。

五是加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力

度。实施更加开放、灵活、有效的人才政策，着

力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形成区域人才优势。

要推进各类人才计划，聚集、引进和培养具有科

技影响力、产业引领力高层次人才队伍，切实以

人才优势带动科技重大项目的科技成果和经济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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