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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网络协同制造和智能工厂”重点专项

2020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中国制造 2025》和《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的指导意见》等提出的要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网络

协同制造和智能工厂”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

署，现发布 2020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针对我国网络协同制造和智能工厂

发展模式创新不足、技术能力尚未形成、融合新生态发展不足、

核心技术/软件支撑能力薄弱等问题，基于“互联网+”思维，以实

现制造业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为主题，以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

制造业与互联网、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为主线，以“创模式、

强能力、促生态、夯基础”以及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

产业形态和价值链为目标，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科技创

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相结合，探

索引领智能制造发展的制造与服务新模式，突破网络协同制造和

智能工厂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发网络协同制造核心软件，

建立技术标准，创建网络协同制造支撑平台，培育示范效应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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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企业。

本重点专项设立基础前沿与关键技术、装备/系统与平台、集

成技术与应用示范等 3类任务以及基础支撑技术、研发设计技术、

智能生产技术、制造服务技术、集成平台与系统等 5个方向。专

项实施周期为 5年（2018—2022年）。

2020年，本重点专项拟在“大型掘进设备控制系统研发与应

用”方向部署 1个定向项目（共 1个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 2000

万元。应用示范类项目，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2:1。鼓

励产学研团队联合申报，要求由主机企业牵头申报。在同一研究

方向下，当出现只有一个团队申报时，直接转为定向评审，根据

评审结果确定是否立项；当出现两个或以上团队申报时，评审择

优支持一项。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一级标题的研究方向进行，项目实施周

期不超过 3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一级标题下指南所

列的全部考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参加单位总数

不超过 10家。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名课

题负责人。

1. 大型掘进设备控制系统研发与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面向直径 10m以上的 TBM等大型掘进设备专用

控制需求，研发满足工业级实时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的智能

控制器产品。研究适应大型掘进设备控制要求的高性能实时计算

硬件平台和异构计算方法，研发具备边缘计算能力的控制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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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基于以太网的具备信息安全功能的现场总线系统，支持冗余环

网，兼容主流的应用层协议，支持统一的工业全栈通信标准 TSN；

研发控制系统编程工具，支持控制功能组态及代码生成；研究高

实时、高可信控制功能模块化技术，研究千兆级工业实时以太网

通讯技术，开发盾构导向与液压驱动控制组件和控制系统测试平

台，实现全分布式控制以及控制组件的协作运行与无缝集成；在

10m级及以上 TBM或 12m级及以上盾构机上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控制器支持冗余功能；控制规模>16000点，网络

带宽：1000Mbit/s，总线同步精度<1µs；姿态测量精度：0.5 mrad；

满足振动、湿度、温度、海拔等环境适应性考核要求；研发 1套

智能化过程监控软件开发平台和自主化编程工具，具备大型盾构

机专用控制功能，编程组态软件符合 IEC61131-3标准；申请 10

项以上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 5件；在高海拔大直径掘进工程上

实现不少于 3台套的应用。

有关说明：由湖南省科技厅组织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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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

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

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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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

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无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陈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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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孙林夫 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首席教授

2 梅雪松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 教授/主任

3 王建民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 教授/院长

4 丁香乾 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 授

5 黄永友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副秘书长/研究

员级高工

6 赵卫东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研究员

7 敬石开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研究员

8 尹 超 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教 授

9 胡耀光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 副教授

10 高 亮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 授

11 张常有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研究员

12 钟诗胜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教授/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