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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084、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关于强化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能力的提案

※背景情况※

基础研究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石。中共二十届三中全

会《决定》强调，要“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鼓励开

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当前，加强基础研究体系

布局，提升目标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已成为上海强

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重要任务。

――――――――――――――――――――――

※问题及分析※

1、对目标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支持不足

目前，本市部分应用基础研究科技创新计划对单个项

目的支持力度不大。例如，聚焦解决企业技术创新需求的

“探索者计划”项目，2024年市科委及联合资助方对第一

批 34个立项项目共同资助 2200万元，平均每项资助额不

到 65万元。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

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也待进一步加强。此外，本

市对共性技术研发的支持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亟需建立和

完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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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校院所和企业开展应用基础研究的积极性不高

在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高校和科研机构仍以承担财政

资金支持的纵向课题作为评价的主要指标，对解决产业实

际需求的横向课题考核激励机制亟待健全。在以推动产学

研深度融合、解决企业实际技术需求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中，企业的主导权、话语权不足，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

由于企业在已实施的项目中获益不多，有些甚至只有付出

没有明显收益，企业对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实现关键技术

突破的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例如，不少企业反映，在

“探索者计划”项目中，高校院所的结题成果并非企业真

正所需。

3、评审专家与项目研究领域的匹配度有待提高

上海市科技专家库的专家数据信息（尤其是交叉研究

背景）不完整、不准确、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较为突出。近

年开展的通讯评审通过系统抽取单一学科背景的专家参加，

专家与交叉领域的项目匹配程度低，降低了评审工作的科

学性。此外，会议评审主要由科技主管部门推荐确定评审

专家，存在评审专家不熟悉评审项目内容、对相关知识需

要学习或向其他专家咨询的情况。

――――――――――――――――――――――

※建议※

1、鼓励多元投入，加大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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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充分发挥市级财政资金引导带动作用，以“小步

快跑”方式逐年稳步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应用基础研究的比

重，提高单个项目的支持额度。二是探索市区联合支持机

制，鼓励有条件的区设立应用基础研究专项，与市级专项

形成错位互补。三是建立“财政经费+企业资金+社会资本”

的多元投入机制，允许基金、信托、保险等社会资本参与，

进一步扩大“探索者计划”参与企业的范围和数量。四是

在国企考核中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投入、重大原创成果等

指标权重，引导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目标导向的应用基础

研究。五是支持科技领军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

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同设立资金池，牵头承担重大攻关任

务。

2、坚持目标导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一是以深化科技计划体系改革为契机，加强对交叉前

沿领域、重点领域应用基础研究的布局。针对关键技术、

战略性新兴技术、未来技术等重大和交叉领域，设置以企

业为主导的科技创新计划。二是完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的

问题凝练机制。围绕国家战略和上海重大需求，立足上海

高端产业集聚的良好基础，充分发挥在沪高校、科研院所

和高能级创新平台的人才等科创资源优势，建立产学研紧

密协同、科学分工、高效联动的底层科学问题凝练常态化

机制。三是提高企业在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中的参与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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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者计划”等由企业出题的揭榜挂帅类项目，进一步

提高企业在指南形成、立项评审、结题验收等环节的话语

权和决策权。

3、优化专家库建设，提高科技项目评审效率

一是完善科技专家库入库标准，细化具有复合型背景

专家的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等信息。建立常态化的专家数

据信息动态更新机制，针对紧缺领域和高层次专家，建立

高效增补机制和快速入库通道。二是建立科学的评审专家

遴选机制。采取系统自动抽取评审专家的方式，立足评审

项目的交叉领域，建立多重标签的抽取规则。三是打通非

在库专家作为特邀专家参与项目评审的渠道，对于目标导

向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设定企业专家参与评审的比例要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