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3 年技术预见与制度创新专项项目指南 
 

一、技术预见类项目 

（一）支持方向 

1.信息技术创新：无监督学习训练框架的主要发展方向

及应用场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富媒体生成的主要

方向及迭代趋势；WEB3.0 的主要技术构架及对产业、新模

式，数字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半导体先进封装和 Chiplet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前瞻;工业软件（嵌入式软件、研发设计类、

生产控制类、数据库）国产替代重点方向选择和实施路径。 

2.生命科学：基于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治愈

基因缺陷和基因突变引起的重大疾病在临床应用的重点方

向选择；基于 AI 蛋白质结构预测结果，对生物学实验流程、

蛋白质功能预测、药物发现等的潜在影响和重点技术方向选

择；重大疾病高可靠性快速诊断关键技术和路径选择；AI

提升药物及疫苗研发效率。 

3.生物技术发展趋势及重庆技术创新路径选择：生物技

术已成为自然科学中发展最迅速、竞争最激烈的前沿领域和

带头学科，生物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正不断刷新

在医学、农业、工业、环境、能源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有可

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人口、粮食、环境、能源等影响人类生

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生物技术对重庆市下一步如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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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提升生物产业带来了新的挑战，研究生物技术的发展趋

势，准确把握未来的技术演进脉络，提出重庆市布局生物技

术创新路径及方向。 

4.低碳与储能：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催化工艺和技术，

高效热循环和热能转换技术）；能源互联和智能电网（含虚

拟电厂）；负排技术重点方向和路径选择；新一代动力电池

主要发展方向和趋势；固态电池技术路径及产业化；氢能多

场景应用技术路径及智慧运维。 

5.绿色能源 AI（人工智能助力绿色能源消纳），高精度

医疗导航（人工智能与精准诊疗融合），“东数西算”（算

力）战略落地重庆路径选择，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和边缘

计算，高清显示终端技术发展趋势和产业化方向选择，高性

能动力电池和快速充电，元宇宙底层技术与应用场景，城市

智慧运营中心，第三代半导体关键器件，柔性感知机器人，

新材料，中医药传承创新，新能源和环境保护，农业大数据，

智能化和种业安全等领域。 

（二）研究要求 

调查摸清相关领域技术创新基本情况，梳理总结技术创

新现状及问题，研究技术创新方向、重点和路径，重点分析

技术创新适应和促进与重庆市产业发展的方向性选择，提出

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为决策部门制定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三）成果形式 



技术预见报告、产业技术发展规划、产业技术路线图等，

以及 2000 字左右的对策建议（对重庆市在该领域技术创新

的基础条件、发展现状、技术创新重点方向选择、落地条件、

产业化前景等做重点研究）。 

二、制度创新类项目 

（一）支持范围 

1.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规划、政策、案例研究。 

2.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包括科技创新

的经济属性，科技支撑战略性方向选择、重点研发计划和应

用型基础研究的方向性选择、区域（区县）创新能力提升支

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园区高质量发展等。 

3.科技创新机制和创新要素建设，包括党建引领科技创

新、科技体制改革攻坚、科技创新平台和科技服务业统筹发

展、创新主体培育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等。 

4.产业技术路线图、技术创新图谱和基于技术创新的重

大项目可行性研究。 

5.科技战略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创新方法研究，以及与重

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模式、

范式研究。 

（二）重点选题 

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重点支持重庆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重大问题研究，开展重庆市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

研究。可根据以下题目增加副标题。 



题目 1：重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内容：重庆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的主要路径、策略与有关建议；在新型举国体制下体现重庆

作为的定位与机制路径研究；科技创新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重庆的策略研究。 

 

题目 2：重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新

思考与新路径 

研究内容：研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关

于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主要优势、存在

问题及对策研究；面向重庆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发展目标，研究提出重庆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时代

新征程新重庆的主要路径、策略。 

 

题目 3：重庆基础研究发展的战略与路径研究 

研究内容：突出支持重点领域方向、重大平台、重要团

队。聚焦智能科技、生命健康、数字化、生成式人工智能、

生物制造等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布局；研究打造科技基础设施、

重点实验室、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基础研究平台策略；研

究一体化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研究；强化实

验动物研究。 

 

题目 4：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科技赋能产业的

新特点、新范式、新策略，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研究内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新动向、

新特点，梳理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总结凝练科技创新范式变革的新内涵，分析重庆产业

创新能力提升支撑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基础、优势与不足，

大力推动战略性产业、先导性产业创新发展，研究提出具有

重庆特色的科技赋能产业发展的创新范式与布局策略。 

 

题目 5：构建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制机制 

研究内容：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路径与策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的政策举措和改革措施；以企业为中心集聚创新要素的方式

与方法研究；整合现有科技创新资源和平台打造企业化的高

端创新研发机构的路径研究。 

 

题目 6：重庆科技创新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借鉴国内外

大都市区域科技新城的最佳实践，提质发展西部(重庆)科学

城、两江协同创新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等科创中心核心承

载区，研究科学城与大学城融合发展目标、路径和保障措施，

带动区县科技创新特色化、差异化协同发展，提升全域科技

创新能力，提出优化重庆创新版图的路径研究与对策建议。 

 

题目 7：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与重庆实

证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推动“四链”深

度融合，研究“四链”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题目 8：重庆科技人才队伍与优先发展研究 

研究内容：深入研究重庆科技人才队伍发展现状、存在

的问题以及高水平引育创新人才的路径与策略；围绕智能科

技、生命健康、绿色低碳三大战略主攻方向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重点，依托科技型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引育“两

院”院士团队、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创新政策与改

革举措研究；优化和改善科技人才创新环境研究；研究引进

外籍“高精尖缺”人才,尤其是“一带一路”地区科技人才的

方法与举措。 

 

题目 9：川渝协同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内容：成渝科创走廊路径研究；万达开协同创新示

范区发展体制机制研究；川渝共同推进战略科技力量共建共

享；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与管理运行机制研究；打

造成渝综合类技术创新中心的总体任务、重点领域、组织架

构和体制机制研究。 

 

题目 10：重庆深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实现高新技术企业与科技型企业“双倍增”

路径研究及政策举措；打造未来产业科创园路径与举措；研

究完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提出形成“点、线、网、面”



科技成果转化新格局的路径和对策建议；开展新发展阶段职

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的路径研究；围绕完善制度设计、推动

改革试点，研究建立有别于一般国有资产的管理机制和保障

措施。 

 

题目 11：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研究内容：深化企业创新、科技平台、科研项目、科研

院所等改革；研究完善科技绩效奖励、科技人才激励等相关

政策举措；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的理

论路径与重点任务研究；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实效评估；提升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路径研究；深化市科技研究院改革的方

向与路径研究；新时期规范科技类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与制度研究。 

 

题目 12：重庆市“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路径与策略

研究 

研究内容：提出重庆市与“一带一路”地区创新强国和

关键小国的合作路径、合作领域与对策建议；研究提出以助

推产业发展为导向、以企业和产业园区为主体的政产学研协

同推动国际技术转移的国别领域、合作模式和路径建议；研

究建设“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的供需机制和构建协作网

络的具体路径。 

 

题目 13：区域创新指标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重庆区县创新发展指标体系建设；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监测体系与指标体系合并研究、科技创

新数字化改革、创新报表指标设计及数据采集、数字化平台

支撑。 

 

题目 14：“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 

研究内容：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执行情况，目标任

务完成情况以及下一步重点方向；《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

例》立法后评估与“十四五”立法规划研究。 

 

题目 15：重庆未来产业发展研究 

研究内容：梳理和归纳现代产业中产生颠覆性创新成果、

新技术、新产品及新业态的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不断培育新动能，增强发展新优势路径研究；聚焦前沿、新

兴、交叉领域，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先进储能、

深地深空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打造重庆未来产业集

群策略与路径。 

 

题目 16：重庆创新历史文化研究 

研究内容：立足重庆独特科技创新历史文化，围绕培育

创新文化，营造创新氛围，研究重庆创新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提出构建具有重庆特色的创新文化的路径和对策建议，立足

“三线建设”，打造重庆战略大后方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路

径研究。 



 

题目 17：促进数字重庆建设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数字重庆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凝练数

字化改革路径和理论成果，丰富和完善数字重庆建设的思路、

举措、项目，打造有重庆特色的数字生态系统的路径研究。 

 

题目 18：区县科技创新发展与评价研究 

研究内容：构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及发展模式研究；

建立区县科技创新体系发展模型，提出科技支撑区县转变经

济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就业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范式

与路径。 

 

题目 19：科技支撑引领平安中国建设西部先行区的战略

路径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

安全，科学把握平安中国建设趋势和总体要求，打造更高水

平的平安中国建设西部先行区，分析科技支撑平安重庆建设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优势与短板，结合调研访谈摸清科技支

撑引领平安中国建设西部先行区的家底，借鉴国内平安中国

建设先进地区经验，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和要素，提出科技支

撑引领平安中国建设西部先行区的战略方向、基本目标和实

现路径，明确科技支撑引领平安中国建设西部先行区的示范

应用和场景搭建，提出相应的政策举措与对策建议。 

 



题目 20：新科技世界革命下的科技伦理研究与对策 

研究内容：围绕世界科技创新前沿，围绕科技伦理选题、

规划、研究、实验、调查问卷、访谈等环节，研究科技伦理

原则、科技伦理规范，健全科技伦理各项制度、体制机制、

教育宣传，发挥科技伦理价值引领作用，发现、监督、纠正

各种科技伦理问题。 

 

题目 21：重庆市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发展与绩效评价

研究 

研究内容：按照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对

重庆市科技创新提出的新要求，全面梳理重庆市现有各类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布局和产业链支撑情况以及平台管理现状，

借鉴国家有关部委和科技发达省市创新平台布局建设和运

行管理的做法经验，提出重庆市创新平台建设布局建议，分

类提出评价指标，并就评价组织工作和评价结果运用等提出

工作建议。 

 

题目 22：新时代重庆市科技管理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

的创新探索 

研究内容：干部考核工作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

导向，如何按照规定该重用的大胆重用，该容错的大胆容错，

该调整的大胆调整，调动和保护好干部的积极性。 

 

题目 23：促进重庆市科技行业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科技行业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党组织发

挥作用不够明显，如何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党组织功能引领带

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研究社会组织党组织更好发挥作用

的途径方式，创新思路方法，提出创新举措，以党建引领激

发社会组织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促进重庆市科技行业社会

组织健康发展，引领带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二）研究要求 

围绕重庆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方向，针对重点和难点

问题进行选题和研究，以客观调研为主、理论研究为辅，突

出研究成果的决策支撑作用。原则上要求取得需求部门采用

证明。 

（三）成果形式 

决策研究报告、政策建议、决策（文件）采用、参政议

政等，以及 2000 字左右的制度创新决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