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 2020 年度省软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部门：

根据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和资金竞争性分配管

理办法，现就 2020 年度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选题范围

2020 年度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牢固树立创

新强省工作导向，聚焦“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围绕

全面实施“一强三高新十联动”的科技新政、建设“互联网

＋”和生命健康两大世界科技创新高地、打造“产学研用金、

才政介美云”十联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等，重点在以下方面

进行应用对策研究，为科技创新工作提供政策与决策支撑。

（一）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需紧密围绕以下选题进行申报，拟定的申报项

目名称应当与以下主题相吻合，项目名称的表述应科学、严

谨、规范、简明，每个项目财政经费资助额度 6～10 万元。

1.加快“互联网＋”和生命健康两大世界科技创新高地

建设的研究。包括“十四五”时期我省科技创新工作谋划与

战略布局，打造高能级创新载体、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的重点

领域和突破口；推进“三廊两区一带”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带，

加快之江实验室、城市大脑、移动支付等标志性工程建设的

对策措施；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重

大突破与融合应用创新，实施更为精准有效的全球科技合



作，数字科技创新中心和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建设，人工智能

和网络信息领域引才育才，完善浙江实验室体系和大科学装

置建设等对策研究。

2.加大创新投入的研究。包括推进科技与金融进一步深

度融合，更好发挥创新引领基金和政府产业基金作用，吸引

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落实企业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与探索企业研发财政后补助机制，激发企

业投入积极性;高质量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深化推进

重点企业研究院、海外创新孵化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研发

“飞地”，科创金融体系构建与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基层最

佳实践总结等方面的对策研究。

3.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倍增”的研

究。包括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有效路径及国内外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研究;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和

省级高新区,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加速成长机制;引导创新型

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投入，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

的“单打冠军”“隐型冠军”等方面的对策研究。

4.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研究。包括深化“三评”改革，

基础研究领域“包干制”、首席专家负责制、引进领军人才

和重大创新项目（平台）“一事一议制”等赋予科研机构和

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制度的具体落实; 加快技术市场与专

业中介机构培育,进一步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

举措，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奖励的机制;探索财政科研和

并购资金在海外使用的政策；新昌县等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建设工作评估及典型经验总结推广;市县党政领导科技进步

目标责任制完善与科技创新指数编制等方面的对策研究。

5.优化创新体系与创新环境的研究。包括浙江打造“产

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创新生态体系的典型案例与经验总

结；国内外科技创新政策比较分析;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长三角一体化背

景下争创区域科技竞争新优势与科技资源开放共享，高质量

推进 G60 科创走廊建设;杭州、宁波等地和浙江大学、西湖

大学等用人单位引才育才留才机制调研及典型做法总结推

广，海外高端科技人才的精准引育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运用以及深化科技奖励制度等方面的对策研究。

6.科技促进民生事业发展的研究。包括科技支撑乡村振

兴，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攀高，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加快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科技特派员制度完善与“科

技进乡村”机制的实质性突破；建设生命健康创新创业园区，

加强国家和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管理服务，推进新药研究

开发、细胞治疗技术研究，加速治水、治气等先进技术成果

推广应用等方面的对策研究。

（二）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在以下领域中自由选题申报，每个项目财政经

费资助额度 3～5 万元。选题范围包括：深化科技服务领域

“最多跑一次”改革研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科技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落实

情况调查统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及体制



机制研究；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创新型企业与新型研发机构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模式与

政策研究；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加速赋能实体经济；创新方

法案例研究；科技伦理、文化与环境建设研究；国内外科技

政策跟踪比较以及热点问题研究等。项目的研究期限为 2年，

2020 年度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实施时间从 2020 年 1月 1日

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申报要求及审核原则

（一）申请项目应具有创新性、引领性和实践性，以解

决实际问题、推进决策应用为导向，立足浙江省情，技术路

线可行，注重研究的针对性、有效性，提出有建设性、操作

性的对策政策建议。

（二）申报单位应当是我省行政区域内的高等学校、科

研院所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相应研究条件的公益性

机构。申请人应熟悉省情，具有与申请项目相应的较全面的

基础理论知识、工作实践经验，具备较高研究水平与组织协

调能力。重点项目申请人应具有副高级职称或博士学历，一

般项目申请人应具有中级职称或硕士以上（含）学历。

（三）优先支持优秀研究团队开展稳定持续的专题研

究。优先支持深入一线实地调研、数据确凿、研究方法科学、

分析全面深刻、操作性强且有明确成果应用部门的调研类、

实证研究类项目。鼓励高校院所与地方政府部门或高新区联

合申报相关研究项目。

（四）各归口管理部门按限额申报数推荐，限额与各承



担单位科研信用综合情况挂钩。鼓励年轻人作为项目负责人

申报项目，原则上项目负责人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数量应占

各单位申报数的 35%以上，项目负责人担任单位中层以上领

导干部的数量不高于申报数的 20%。

（五）每位申请人限报 1 项，作为主要参加人员（除项

目负责人外，排名 1-3 位）不得超过 2 项（包括在研项目）。

如果申请人已主持各类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且未结题验收的，

应当在通过结题验收后，方可申报 2020 年省软科学研究计

划项目。

（六）凡在内容上与在研或已结题的各级各类项目有较

大关联的申请课题，须在申请表上详细说明所申请项目与已

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否则视为重复申请。项目申请人同

一年度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省自然科学基金和省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课题立项的，其申请的软科学项目将不予立项资助；项目

申请人近两年内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类项目、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省自然科学

基金管理类项目和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等国家和

省部级项目，与申请的软科学项目属于同类主题或研究内容

存在较高相似性的，原则上不予立项资助。

三、申报程序

（一）网上申报

具 体 方 式 为 登 录 浙 江 省 政 务 服 务 网 （ 网 址 ：

http://www.zjzwfw.gov.cn），服务地点切换为“浙江省”，



选择“个人办事”，部门导航中选择“省科技厅”，选择办

事事项中的“省级软科学研究计划的评审”，点击“在线办

理”，选择

个人注册，使用本人身份信息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后登

录系统，将跳转至软科学项目申报系统（注册和登录过程中

的技术问题可咨询 0571-85214237、85118011）。

（二）材料要求

申报材料通过网络提交，包括：申请表（签章）和可行

性报告；项目汇总表，内容包括序号、项目名称、申报单位

名称、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号码、申报计划类别、职称（职

务）等栏。在提交申请前，申请表上必须由申请人本人签名，

项目组全体成员须知情同意。

（三）形式审查

申请人应当对其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

责。学校将严格审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做好择优推荐工作。

项目可行性报告、经费概算表等电子附件材料中应回避项目

申请单位及项目组成人员的具体信息。

四、注意事项

1.由于该项目是限额推荐项目，学校组织专家评审推

荐。请各学院、各部门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一式三份）

和项目汇总表，于 7 月 12 日前交到科技处。

2.学校评审推荐后，请予以推荐的各项目负责人进入项

目申报系统按要求填报，截止时间为 7 月 20 日。

3. 未尽事宜请联系科技处，联系人：徐睿，联系电话：



63748615（9298615）。

科技处

2019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