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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浙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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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项目揭榜挂帅作为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一种新型科研组织管理方式,正逐渐成为推动科技创新、激

发产业活力的重要机制。首先阐述了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内涵,其次以浙江省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实践为典型

案例,从顶层设计、运行模式、关键举措三方面进行梳理,最后总结提出融通创新视角下多维度强化顶层设计,深化

应用赛马模式和悬赏模式,调动龙头骨干企业等多元创新主体的积极性等建议,确保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有效实

施,可为各地优化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提升科研组织效能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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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攻关的两次会议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揭榜挂帅两次被强调,体现了中国在面对不同领域

重大挑战时,对于推进科技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机

制的重视程度[1]。揭榜挂帅机制的提出为中国围绕

关键核心技术集中攻关和突破“卡脖子”问题建立

一套选贤任能、让能者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提供了

根本遵循[2]。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是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揭榜挂帅的主要落地形式,为高壁垒、长周期、高
投入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提供了灵活高效的

组织保障,正逐渐成为推动科技创新、激发产业活

力的重要机制。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发布,这份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要“改革重大科技

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赛
马’等制度”。同年4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工作的通知》,再次强

调要“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
行关键核心技术‘揭榜挂帅’和‘赛马’等制度”,进
一步为这一改革举措提供了政策支持与行动指南。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率先

探索实践,成为全国范围内推进重大科技项目管理

改革的先锋。近年来经过不断探索与持续迭代优

化,浙江实践的有关做法被吸纳融入国家重大科技

项目管理办法,这一制度性吸纳充分体现了国家对

浙江改革成果的认可与肯定。现有研究文献虽已

将浙江省纳入多案例研究的范畴,探讨其在特定议

题中的做法与影响,但对于将其作为一个独立、详
尽的个案进行深入分析的学术探究尚显不足。因

此,基于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内涵的理解基础上,以
浙江实践为典型案例,对其在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揭

榜挂帅过程中的策略与模式进行梳理与总结,为各

地优化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提升科

研组织效能方面提供参考。

1 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内涵
已有文献从字面意义、历史起源对揭榜挂帅的

内涵进行阐释。从字面意义上,揭榜挂帅是指有突

出才能、能够担当重任的人才,通过揭下榜单,完成

特定的任务[3-4]。从历史起源上,揭榜挂帅源于古代

的揭“皇榜”、悬赏招募、人才选拔机制,以楚汉争霸

时刘邦悬赏项羽开出“千金邑万户”天价,汉武帝张

榜选人出使西域26岁的青年张骞被选中等典故为

例证[4-6]。由此,揭榜挂帅是一种选拔最佳方案、选
拔合适人才的一套行为逻辑,目前泛化应用在了不

同活动领域,如党建方案选拔、职工竞争上岗等,但
主要还是应用在科技创新领域。曾婧婧和黄桂花[7]

认为当揭榜挂帅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是指科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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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方式,从资助的学科角度来看,揭榜挂帅制度适

用于理工科的科技研发而不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的研究,应将目前的揭榜挂帅制度准确阐述为科技

项目揭榜挂帅制度。
在理解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内涵时,通常都会

与科技悬赏(奖)进行联系,主要观点如下。陈劲

等[1]认为揭榜挂帅是在科技悬赏制基础上演变而来

的,在司林波等[8]提出的概念基础上,界定为以国家

战略层面的关键卡脖子技术和战略性科技任务为

导向,以新型举国体制为支撑,以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为执行主体,建立一套选贤任能、能者挂帅的开

放式科研课题分派机制,凭借科研成果兑换奖励经

费的一种事后补助、宽进严出、非周期性的科研资

助体制机制。曾婧婧和黄桂花[7,9]、曾婧婧[10]认为

揭榜挂帅在本质上是一种科技悬赏奖,是为解决某

一特定领域的技术难题而专门征集科技创新成果

的一种竞争性科技计划,早期以科研众包、科技悬

赏等形式出现,资金拨付上结合了事前、事中和事

后三种方式,按一定比例基于研发成果进行阶段性

资助。刘志迎和鲁晨[11]认为科技悬赏是揭榜挂帅

的别称,是政府以高额奖金在全社会征集科技创新

成果,以攻克特定领域技术难题的一种制度安排。
戴贵宝等[12]认为揭榜挂帅是指面向区域、全国乃至

全球征集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行业共性技术以

及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技术解决方案,采取成

果兑现的方式获得奖励经费的新型科研组织管理

模式。
可以看出,当前对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内涵阐

释表述不一,但基本有以下共识: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环境赋予揭榜挂帅机制全新的时代

含义和更丰富的内涵,国外的科技悬赏奖励制度对

中国揭榜挂帅机制的探索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价

值[8];②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经费资助是基于科研成

果进行的,不管拨付方式是事后一次性还是结合事

前、事中和事后按比例资助,都是要凭借科研成果

兑换奖励经费;③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机制是针对特

定领域难题建立的一套选贤任能、能者挂帅的开放

式创新机制。
近年来,随着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以及政

策导向,更多学者、政策设计参与者、实践亲历者等

加入到揭榜挂帅机制的研究队伍,研究数量、深度

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目前虽然逐渐从理论探讨转

向实践应用总结与效果评估,但对揭榜挂帅机制的

概念内涵的认识一直在进行。作为一种具有转型

和超越意义的创新机制,揭榜挂帅机制在实践和完

善的过程中将不断释放出更多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其内涵可以不断扩展和丰富[2]。

2 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浙江实践

2.1 基本情况

2020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启动重大应急科技

攻关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科研攻关,推行揭

榜挂帅,建立滚动淘汰“赛马”机制,攻关成效明

显[13]。2021年开始,浙江省把重点研发计划的组

织方式都向揭榜挂帅转变[14]。重点研发计划作为

浙江省重大科技项目的主要形式,近年来以“尖兵”
“领雁”研发攻关计划统领实施,围绕科技创新体系

战略领域和产业瓶颈制约,以取得标志性成果为导

向,加快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高质量科技

供给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2022年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显示,浙江省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跃居全国第4位,首
次超过上海,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23年发布的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显示,浙江省创新能

力综合排名蝉联全国第4位,企业创新能力稳居全

国第3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省在重大科技项

目领域的创新管理和实施策略取得了良好成效。

2.2 顶层设计

在探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何常遭遇“卡脖

子”困境时,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因素是创新体系

的不完善,尤其是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融合不

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必须超越单一环节

的视角,从一个更为宏观和系统的层面———创新链

产业链融合系统来审视和应对。浙江省基于创新

链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战略高度,对重大科技项目的

组织管理进行政策机制、任务榜单、应用平台等多

维度的顶层设计,系统性地推进组织管理方式的变

革,强化重大科技攻关的统筹协调。
(1)政策机制的顶层设计。一是联合多部门印

发《关于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从政策制度上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为实现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的双向互动机制提供政策支撑。通过该意见,强调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强化企业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主

体作用,通过财税优惠、资金补助、知识产权保护等

多元激励措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与潜力,同时引

导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网络,促进产学研深度融

合。二是印发《关于深化项目组织实施机制 加快推

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的若干意见》,制定《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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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创新规划和科技计划管理办法(试行)》《浙
江省科技计划项目组织实施机制方案(试行)》,将
近年来推行揭榜挂帅的做法进行制度固化,同时提

出深化组织实施的意见,为进一步完善需求凝练、
榜单编制,以及项目申报、评审立项、经费资助、过
程管理、验收和监督评价等项目组织实施机制提供

了政策设计。

①“315”科技创新体系指的是“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云计算与未来网络等15大战略领域。

②“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指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4个万亿级世界级先进产业群,数字安防与网络通信等15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X”即若干高成长性百亿级“新星”产业群。

(2)任务榜单的顶层设计。围绕国家重大战略

和“315”科技创新体系①、“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②

建设,构建“任务牵引”的有组织科研机制。一是迭

代梳理关键核心技术“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清

单”“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研究清单”“国产替代清

单”“成果转化清单”四张清单(以下简称“四张清

单”),以“四张清单”机制统筹攻关任务部署,明确

重点任务目标,科学编制榜单,组织优势力量开展

项目攻关,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成
果转化的一体化布局[15-16]。二是围绕国家和本省

的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采用“战略规划+专项行

动+年度榜单”的动态管理模式,全链条、一体化凝

练战略科技任务,结合“重大专项+重大专题+重

大项目”的项目组织形式,按照从基础研究、应用基

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全链条要求设置重大

专项,每个专项围绕重点方向下设一批重大专题,
每个专题则细分为一系列具有明确目标和阶段性

成果的重大项目群,形成层层递进、紧密衔接的任

务和项目体系。
(3)应用平台的顶层设计。打造全省性科技项

目揭榜挂帅应用平台,深度融合数字化技术与创新

管理模式,以数字化改革引领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实

施方式变革。一是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创造性地编制创新链技术路线图,发挥创新链技术

路线图作为“攻关作战图”的指引作用[17]。二是打

造科技攻关认知计算引擎,数据层包含贸易管制清

单、海关贸易数据、产业链断供风险点、创新链技术

瓶颈点,以及企业和科研机构、科研人才、专利论文

等,为关键核心技术需求识别和榜单编制提供重要

支撑。三是项目全流程纳入平台管理,支持多部门

协同、多层级联动、全环节覆盖、全过程闭环。综

上,浙江省以创新链技术路线图和科技攻关认知计

算引擎为主要技术支撑,建成具备三大科创高地技

术路线图、攻关需求辅助决策、攻关团队组建支持、

攻关资源配置服务、攻关过程智能管理、攻关成果

评价辅助等6个子场景的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应用平

台,支撑浙江省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实施方式实现重

塑性变革[18-19]。

2.3 运行模式

根据项目评审对象的不同,可将科技项目揭

榜挂帅运行模式划分为竞标模式(方案比拼)、赛
马模式(方案比拼+阶段性成果比拼)和悬赏模式

(最终成果比拼)(以下简称“三种模式”)。三种模

式的核心共同点在于对预期成果的明确界定与可

验证性要求,确保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实施的导向

性和实效性。浙江省在确保榜单编制科学性与预

期成果可验证性的前提下,将三种模式组合应用,
以期达到协同增效的目的。具体运行流程如图1
所示。

(1)竞标模式(方案比拼)。该模式以申报方案

的优劣决出胜负,一般对参与者的研发能力有要

求,强调申报方案的创新性、可行性、成本效益、团
队实力等。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方案比拼过程,
激发参与者的创新潜能,确保项目任务能够被最具

竞争力的创新者所承担。适用于目标、技术路线相

图1 浙江省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三种模式的运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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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确,创新产出受随机因素影响较小、主要依赖

于创新者投入的任务类型[20]。浙江省根据任务类

型特点选用该模式后,为了评选出最优方案或团

队,不断优化评审流程、评审主体和评审方式,确保

评审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一是实行分类评审。按

竞争性分配和择优委托两种组织方式区分,前者采

用网络评审、会议论证评审、综合评价、集体决策等

程序遴选揭榜单位,后者采用会议论证评审、处室

联审、集体决策等程序遴选揭榜单位,强化行政决

策与专家评审相结合。二是评审主体涵盖技术、经
济、管理等多个维度,同行技术专家、行业产业部

门、重大科创平台、专业协会、科技领军企业、最终

用户(成果应用单位)、财务专家、创投机构等深度

参与,扩大企业专家参与评审比重,不仅评估各申

报方案的直接效益,还考量其潜在的经济社会价

值、行业影响力及成果应用能力。三是改革评审方

式,实行同场竞技、相互质询。对于满足对标国际

先进单位、具有技术指标和产品性能参数、开发出

国产化替代技术或产品并实现量产等要求且仅有2
家揭榜单位的项目,实行同场竞技、相互质询。2家

揭榜单位同时在场轮流汇报,汇报完成后双方就对

方技术路线相互质询,然后再由评审组质询揭榜单

位,最后由评审组综合讨论形成最终意见[21]。该模

式还可以充分发挥发榜方的组织作用,通过将不同

申报方案的优势互补形成最佳方案,交由不同的团

队独立或联合力量攻关,实现创新价值最大化。
(2)赛马模式(方案比拼+阶段性成果比拼)。

该模式先以申报方案的优劣决出赛马资格,后以阶

段性成果的质量决出胜负,既要求初期的方案创

新,又关注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产出。强调多路径

探索增加解决问题的成功率,鼓励团队之间的正面

竞争,加速技术创新和突破。适用于目标复杂、解
决方案不确定性强(高风险)、紧急攻关的任务类

型。与前一模式的区别在于揭榜立项环节揭榜方

的数量为多个(一般为2~3个)以及后续组织实施

流程上。浙江省根据任务类型特点,对申报同一榜

单的符合立项要求、研发水平相当、技术路线明显

不同的两个以上项目,在组织现场考察后再确定采

用赛马模式。项目实施过程中,揭榜方按要求先并

行开展攻关,到达规定时间后,发榜方组织阶段性

成果评审,实行优胜劣汰或组织多家单位“强强联

合”共同攻关。利用这种模式通过设置多个“赛
道”,不仅加快了问题解决的速度,还增加了发现创

新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取得了良好实效。如在新冠

肺炎检测产品研发攻关时,浙江省选择省内优势企

业和团队,并行支持10余款检测产品研发,以3个

月为期开展阶段性评估,及时叫停进展不利的项

目,最终赛马成功的东方基因与杭州医学院联合研

发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纸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注册,成为浙江省第一款获批的新冠病毒抗

体检测产品[22]。该模式在整合资源、协调多方力量

方面更能充分发挥发榜方的组织作用,实现资源分

配动态调整和研发路径优化。
(3)悬赏模式(最终成果比拼)。该模式以最终

成果的质量决出胜负,不论参与者背景,强调成果

的直接实现。优点是能够激发广泛的创新潜力,且
发榜方可以直接观察到成果质量,不存在错判的风

险,但弊端是对创新者的潜在不公。在“胜者通吃”
或有限资源分配机制下,诸多创新尝试可能因未能

达到最优而被忽略。面对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额沉

没成本,尤其是需要长期投入与持续试错的项目,
创新者的参与意愿会受到抑制。因此,在组织实施

过程中,更侧重建立激励机制,提高榜单吸引力、激
发参与者的创新投入。适用于传统研究路径难以

攻克,创新产出受随机因素影响较大、主要依赖于

创新者的已有积累、无须太多额外投入的任务类

型[20]。浙江省根据任务类型特点,发布榜单时明确

组织方式采用悬赏制和攻关时限,通过设置高额奖

金来吸引创新者参与。揭榜方通过管理平台登记

备案即可参与项目攻关,不需要提交申报材料和归

口管理单位推荐,即事前不立项,攻关时限内最先

达成任务目标的予以事后奖励性补助。在2022年

度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实施中,发布了采用悬赏制的

“高性能硬盘录像机芯片”“自主内核云操作系统”
“车载AI芯片研发及应用”3个榜单,财政补助最高

分别为1000万元、1000万元、500万元,以此激发

创新者参与技术突破,明确攻关时限为3年。

2.4 关键举措

尽管重大科技项目采用揭榜挂帅机制,秉持开

放性原则,不对申报者的资质预设限制,然而,针对

重大科技项目的本质特征及其攻克难关的目标导

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高标准要求。重

大科技项目往往涉到尖端技术的研发、复杂系统集

成与高风险创新探索,实质上对参与者的技术积

淀、研发实力、既往业绩表现及团队综合实力提出

了极高的门槛要求。浙江省在以“尖兵”“领雁”研
发攻关计划为统领推进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落

地实施时,对“尖兵”项目的申报单位无注册时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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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项目负责人无年龄、学历和职称要求,项目申报

不设推荐限额等。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

创新资源,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产业化应

用,提升区域科技创新的整体实力,通过强化重大

科创平台引领、强化企业攻关主体作用、强化联动

支持等关键举措,确保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的高效推

进、深度协同及长期可持续发展。
(1)强化重大科创平台引领。重大科创平台是

突破科学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支撑,也是带

动区域提高创新能级的坚实基础,在资源整合、技
术支持、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优势突出。浙

江省基于重大科技项目的复杂性和资源需求、降低

财政资金损失的风险、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能力,以
及提升本地区创新能力、培育高能级科创平台、打
造战略科技力量等多方面考虑和布局,在推进重大

科技项目揭榜挂帅以来,由最初的针对择优委托项

目要求原则上应建有相关领域的省级及以上科技

创新平台,扩大到所有申报单位都应原则上建有、
未建有的也应达到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

心相关条件,而在2025年度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

的推进实施中,进一步提升了要求,建有相关领域

的省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成为申报单位原则上

需必备的条件,且项目负责人应承诺为科技创新平

台成员。同时,对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等高

能级科创平台申报的项目不设推荐限额。并鼓励

申报单位整合优势创新团队,积极吸纳青年和女性

科研人员参与项目研发,鼓励有能力的青年和女性

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领衔担纲承担任务。
(2)强化企业攻关主体作用。市场和政府角色

的合理调配、通过合理有效的政府干预方式来实现

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是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制度取得

成功的关键[23-24]。浙江省充分发挥政府作为重大

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强化企业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主体作用。
一方面推行企业联合出资挂榜制,实行“联合出资

出题、全球挂榜、企业验榜、企业试用”攻关机制。

2021年11月,浙江省发布《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

度“链主”企业联合制项目的通知》,启动了链主企

业联合出资挂榜试点工作,聚焦突破制约产业发展

的战略性产品或技术,发布榜单“非晶/纳米晶软磁

粉末关键制备工艺及成套设备”,榜单总金额达到1
050万元。榜单发布时不公开联合发榜企业信息,

并要求该企业及其隶属企业不能参与揭榜,但可作

为项目技术攻关参与单位,共同开展攻关。另一方

面,在项目申报和组织实施中强化企业主体作用,
发布的榜单明确要求企业牵头申报,公布的2025年

度榜单中明确要求企业牵头的榜单比例达到50%
以上。大型企业(规上企业)牵头承担的项目应联

合中小微企业参加,并配套相应研发经费。对科技

领军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申报的项目不设推荐限

额。通过鼓励企业主导重大科技项目,提升其在科

技创新中的地位,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潜

力和活力。
(3)强化联动支持。在推动重大科技项目攻关

中,浙江省通过强化联动支持机制,提升了科技创新

资源的整合与协同效应。2025年度重大科技项目申

报通知中,浙江省明确鼓励市县、高校院所、新型研发

机构、社会资本等共同投入、协同攻关,联合出资、联
动投入情况作为评审立项的重要因素。通过联合出

资和资源共享,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在项目中

更紧密合作,形成了“政产学研资”联动的良性生态体

系。这种联动支持不仅确保了政策、资金和技术资源

的高效配置与互通,还将多方的力量汇聚在关键核心

技术的突破上,有效降低了研发风险,提升了攻关效

率。通过这一机制,浙江省不仅推动了重大科技项目

的顺利实施,还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提升

了区域科技创新的整体实力。

2.5 案例讨论

(1)浙江省在推进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组

织实施时,在政策机制、任务榜单、应用平台等多维

度的顶层设计是不断迭代深化的。如在任务榜单

的顶层设计上,从早期的“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

究,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研究”两张清单机制迭代

升级到关键核心技术“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清

单”“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研究清单”“国产替代清

单”“成果转化清单”四张清单机制;在应用平台的

顶层设计上,从早期的科技创新数字化改革的“揭
榜挂帅”场景应用迭代升级到具备三大科创高地技

术路线图、攻关需求辅助决策、攻关团队组建支持、
攻关资源配置服务、攻关过程智能管理、攻关成果

评价辅助等6个子场景的“科技攻关在线”应用,再
到目前支撑跨多部门协同的省科技管理平台。在

政策机制的顶层设计上,机构改革后新成立浙江

省委科技委员会,以“双尖双领+X”计划①为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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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实施省重大科技计划、省基础研究计划、省重

点行业领域科技计划、省地协同项目等省科技计划

项目,机构改革与科技计划的重构对推进重大科技

项目揭榜挂帅的组织实施机制提出更高要求,亟须

从政策机制上进一步配套完善和迭代升级。
(2)浙江省在推进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组织

实施时,强化重大科创平台引领的策略演进与深化,
体现了浙江省对揭榜挂帅机制下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的深刻理解和坚定实践。从初期以择优委托项目为

试点,逐步扩展至所有申报项目原则上均需满足且项

目负责人应承诺为平台成员。一方面对申报单位科

研实力与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确保项目实施的高

质量与高效率;另一方面将人才与平台绑定,从组织

层面确保科研资源的高效整合。但并不意味着完全

排除了未建有省级及以上科创平台机构的参与机会。
建有省级及以上科创平台的机构可以作为牵头单位,
整合多方资源,包括吸纳省外优势单位、中小企业加

入揭榜挂帅项目中来,共同参与研发攻关。针对高能

级科创平台的项目申报不设推荐限额。这样既能利

用平台资源整合的优势,也能保持揭榜挂帅机制开放

包容的初衷。这一举措的实行,也离不开浙江省多年

来对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持续投入与优化整合,但在

实践中,还存在对于战略新兴产业中拥有强大研发能

力但尚未构建起平台的企业,亟须在政策机制上完善

原则外的容缺机制。
(3)浙江省在推进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探索

性做法如悬赏模式、企业联合出资挂榜制尚还在试点

中,实施成效有待检验和评估。从实践来看,在运行

模式方面,目前主要还是以竞标模式为主、赛马模式

为辅,采用悬赏模式的项目申报积极性不高,且试点

项目还处在攻关时限内,有待攻关结束后进行成效评

估,所以浙江省近年来暂未采用该模式继续项目组织

实施;在企业联合出资挂榜制方面,该机制的实质性

推进依赖于龙头骨干企业的参与积极性、科技管理部

门的引导协同等多方面共同促成。根据浙江省科技

厅2023年5月印发的《关于深化项目组织实施机制

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的若干意见》,明确

提出要推行企业联合出资挂榜制,而从实际来看,仅
在2021年11月组织后未再继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龙头骨干企业参与意愿的不足,原因可能在于龙头骨

干企业担心在参与揭榜挂帅过程中泄露自己的研发

方向、害怕竞争对手知晓自己的技术软肋而失去竞争

力[6]。如何有效激励龙头骨干企业积极参与,需要深

入探讨与优化策略。

3 启示与建议

3.1 融通创新视角下多维度强化顶层设计,确保

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有效实施

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顶层设计,应从更宏

观的角度即融通创新视角下从政策机制、任务榜

单、应用平台等多维度迭代优化,有效推动重大科

技项目揭榜挂帅组织实施顺畅落地。融通创新尤

其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是解决关键核心

技术“卡脖子”问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路

径,需要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直至产业

化的全链条中,形成紧密合作、高效衔接。当前机

构改革与科技规划的深刻重构,对重大科技创新组

织机制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在开展科技项目揭榜

挂帅组织实施的顶层设计时,可借鉴浙江省的相关

做法,从政策机制、任务榜单、应用平台等多方面系

统加强融通创新。一是基于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

展的战略高度,加强政策机制的梳理与完善,包括

组织管理机制、激励机制、保密机制等方面,为揭榜

挂帅构筑坚实的制度保障;二是围绕战略领域和产

业瓶颈,构建“任务牵引”的有组织科研机制,按照

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

全链条统筹任务凝练和项目部署;三是深度融合数

字化技术与创新管理模式,以数字化改革引领重大

科技项目组织实施方式变革,重视发挥创新链技术路

线图作为“攻关作战图”的指引作用,打造支持需求凝

练、团队组建、资源配置服务、过程智能管理、成果评

价辅助等功能的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应用平台。

3.2 深化应用赛马模式和悬赏模式,丰富重大科

技项目揭榜挂帅的落地模式

根据项目评审对象将科技项目揭榜挂帅运行

模式分三种模式,对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

管理方式意义重大。除了深化竞标模式的应用,还
应对赛马模式和悬赏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和挖掘,为
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提供更为灵活多维的管理

与实施路径。确保预期成果的可验证性是推进科

技项目揭榜挂帅的重要条件,也是灵活应用三种模

式的前提,在榜单编制时就要融入科学性、前瞻性

和实操性等多重考量。对于需求类型不管是前段

的基础研究(基本原理或者原型)、中段的技术攻

关,还是终端产品,符合预期成果具有可验证性,成
果验收时可通过实验或实际应用场景得到验证,即
可根据任务类型灵活选用或结合运用三种模式推

行科技项目揭榜挂帅。不同模式下的机制侧重点

不一样,竞标模式更侧重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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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赛马模式更侧重建立动态管理机制,悬赏模

式更侧重建立激励机制。三种模式可独立组合应

用也可有机融合应用,构建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生

态系统。如在项目初期,采用竞标模式筛选出最具

潜力的团队或方案;中期采取赛马模式,对入围团

队给予初步支持、开展平行探索,通过竞争机制加

速技术开发,灵活调整资源配置,确保项目高效推

进;后期则可融入悬赏模式理念,对于在规定时间

内率先达成项目关键里程碑或解决核心难题的团

队,给予额外奖励或追加投资,进一步激发团队的

创新动力和效率。

3.3 调动龙头骨干企业等多元创新主体的积极

性,形成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多主体合力推进

局面

充分调动龙头企业、中小企业、行业协会、高校

与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构建一个协

同高效、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系统,是实现系统性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关键所

在。在揭榜挂帅机制下,通过政府的顶层规划与政

策引导、行业部门的桥梁纽带作用、企业的市场驱

动创新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支撑,强化

重大科创平台引领,共同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与发展,形成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借鉴

浙江做法,一是强化联动支持,鼓励市县、高校院

所、新型研发机构、社会资本等共同投入、协同攻

关,将联合出资、联动投入情况作为项目评审立项

的重要因素。二是组织同行技术专家、行业产业部

门、重大科创平台、专业协会、科技领军企业、最终

用户(成果应用单位)、创投机构等深度参与榜单编

制、评审立项、验收评价等项目组织实施关键环节。
三是探索多主体联合共同组织实施机制,并加强相

关政策的宣传与引导,如政府与企业联合(浙江省

的企业联合出资挂榜制)、政府与行业部门联合、企
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链主牵引的大中小企业联

合等,形成知识融合视角下的政产学研融通、创新

生态系统视角下核心企业主导的知识生态系统涌

现、产业链链主视角下链主牵引的大中小企业融通

以及数字平台视角下的数字创新等融通创新,进而

实现异质性关键核心技术突破[25]。

参考文献

[1] 陈劲,朱子钦,杨硕.“揭榜挂帅”机制:内涵、落地模式

与实践探索[J].软科学,2023,37(11):1-7.
[2] 陈劲,朱子钦.揭榜挂帅:从理论阐释到实践方案的探索

[J].创新科技,2020(4):1-7.

[3] 张玉强,孙淑秋.“揭榜挂帅”:内涵阐释、实践探索与创

新发展[J].经济体制改革,2021(6):13-19.
[4] 李堂军,杨帆,邵宇宾,等.“揭榜挂帅”制在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中的实践分析———以冬奥会手持火炬项目为例

[J].中国科技资源导刊,2023,55(3):26-32.
[5] 李海丽,陈海燕,李玲.国内典型省市“揭榜挂帅”机制实

践与发展思考[J].科技智囊,2022(7):54-61.
[6] 叶小刚,唐敏,余碧仪.“揭榜挂帅”再认识:内涵意蕴、

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从广东的改革经验谈起[J].中

国科技论坛,2024(2):1-11.
[7] 曾婧婧,黄桂花.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制度:历史维度、

应用维度与价值维度[J].科学管理研究,2023,41(3):

61-70.
[8] 司林波,孟吉,张盼.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制度探索创新的

基本模式与实践情境———基于国内实践的多案例比较分

析[J].中国科技论坛,2022(7):12-22.
[9] 曾婧婧,黄桂花.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制度:运行机制与关

键症结[J].科学学研究,2021,39(12):2191-2200.
[10] 曾婧婧.核心攻关、唯成果兑奖,我国科技项目“揭榜挂

帅”制度实践分析及建议[J].科技与金融,2021(12):

34-38.
[11] 刘志迎,鲁晨.以“揭榜挂帅”模式攻克产业链关键核心

技术[J].创新科技,2023,23(1):1-13.
[12] 戴贵宝,张斌,余全民.“揭榜挂帅”应用边界及运行机

制研究[J].中国科技资源导刊,2024,56(1):8-16.
[13] 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2020年工作总结和

2021年工作思路[EB/OL].(2021-03-05)[2024-06-15].

http://kjt.zj.gov.cn/art/2021/3/5/art_1229225190_

58994489.html.
[14] 李玲,李海丽,杜玲.“揭榜挂帅”机制下创新联合体的

模式研究———基于北京市和浙江省的案例比较分析[J].
科技智囊,2023(10):61-69.

[15] 浙江省科技厅.科技学堂第70讲:解读深圳“创新密码”

[EB/OL].(2021-8-30)[2024-06-22].http://kjt.zj.gov.

cn/art/2021/8/30/art_1228971342_58998331.html.
[16] 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2021年度重点工作

一季度完成情况[EB/OL].(2021-06-03)[2024-06-22].

http://kjt.zj.gov.cn/art/2021/6/3/art_1229225190_

58997510.html.
[17] 陈勇,潘旭伟.数字赋能创新链技术路线图的研究和思

考[J].今日科技,2022(6):40-42.
[18] 袁晓玲.全周期管理破解“卡脖子”难题 浙江聚力打好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J].今日科技,2023(7):67-68.
[19] 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科技厅“科技攻关在线”获评省数

字化改革“最佳应用”[EB/OL].(2022-11-11)[2024-06-

22].https://www.most.gov.cn/dfkj/zj/zxdt/202211/

t20221111_183390.html.
[20] 葛如一,张朋柱.网络创新外包交易机制比较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2010,13(11):20-26.
[21] 江耘.浙江科研立项评审有新招8分钟唇枪舌剑竞出真

“帅才”[N].科技日报,2021-10-25(007).

771

               姜慧敏等: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的浙江实践 



[22]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技厅新冠肺炎应急科研攻

关再 获 新 突 破[EB/OL].(2021-01-12)[2024-06-22].

http://www.most.gov.cn/dfkj/zj/zxdt/202101/t202101.
[23] 葛沪飞,董若妍,谢欢,等.科技创新产业化模式的比

较研究———以SRI、JITRI与揭榜挂帅为例[J].科技和

产业,2023,23(3):141-148.

[24] 李维维,于贵芳,温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政府角

色:学习型创新网络形成与发展的动态视角———美、日

半导体产业研发联盟的比较案例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J].中国软科学,2021(12):50-60.
[25] 阳镇.关键核心技术:多层次理解及其突破[J].创新科

技,2023,23(1):14-24.

Zhejiang’sPracticeofMajorScienceandTechnologyProjectsEnlistingandLeading

JIANGHuimin,GEHuili,ZHANGPeifeng,LÜQiongfang,WANGSiyue
(ZhejiangProvincialScienceandTechnologyProjectManagementServiceCenter,Hangzhou310006,China)

Abstract:Majorscienceandtechnologyprojectsenlistingandleading,asaneworganizationalandmanagementapproachtotacklingkeycore
technologies,isgraduallybecominganimportantmechanismforpromoting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stimulatingindustrialvitality.The
conceptofthemajorscienceandtechnologyprojectsenlistingandleadingwasfirstlyexplained.Then,usingthepracticeofZhejiang’smajor
scienceandtechnologyprojectsasatypicalcase,thetop-leveldesign,operationalmodelsandkeyinitiativeswerereviewed.Finally,

suggestionssuchasstrengtheningthetop-leveldesigninmultipledimensionsaresummarizedandputforwardfromtheperspectiveofintegration
andinnovation,deepeningtheapplicationofhorseracingmodeandrewardmode,andmobilizingtheenthusiasmofleadingbackboneenterprises
andotherdiversifiedinnovationsubjects,soastoensuretheeffectiveimplementationofmajorscienceandtechnologyprojectsenlistingand
leading,whichcanprovidereferenceforoptimizingtheestablishment,organizationandmanagementofmajor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
projectsandimprovingtheefficiencyofscientificresearchorganizations.

Keywords:tacklingkeycoretechnologies;majorscienceandtechnologyprojects;enlistingandleading;Zhejiang’s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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