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2

“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25 年度中奥政府间产学研

合作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目标

2025 年，本专项继续支持我国与相关国家、地区、国际组

织和多边机制签署的有关政府间协议框架下开展的各类国际

科技创新合作与交流项目，项目任务涉及政府间科技合作层面

共同关注的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以及通过科技创新合作应对

全球性重大挑战的有关问题等。针对政府间关注的重大议题和

共同挑战，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加强科技创新合

作，致力于共同推动解决有关问题。以科技创新领域交流合作

为先导，围绕互联互通和其他民生科技领域，推动加强能力建

设，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发展。积极参与政

府间国际科技组织，促进创新领域的多边科研和技术合作。推

进我国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计划），加速推动国内外大型研

究基础设施开放共享。鉴于国家外交工作需要和本专项定位，

对于 2024 年度签署的双多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以及国家新

近作出的重大外交承诺任务，本专项 2025 年度指南一并予以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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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南方向和要求

本指南将设立 1个指南方向，拟支持项目数不超过 5个，国

拨经费总概算 1000万元人民币，项目不下设课题。

对于要求双方同时申报的项目，双方申报书的项目英文名

称、领域方向、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实施周期等信息应

保持一致。

项目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通过国际合作产出高质量

成果。国际合作项目除了完成指南中明确的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之外，还要特别注重国际合作成效，应在突出国际合作的合著论

文、联合申请国际专利或标准、国际会议、人才培养交流、合作

平台建设等指标上有所体现，要重点关注和总结国际合作对项目

成功实施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具体指南方向如下。

1. 中国和奥地利政府间产学研合作项目

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奥地利联邦交通、创

新和技术部关于深化应用研究和创新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

领域方向：交通转型，具体包括：

（1）电动汽车的先进电池技术（固态电池的先进材料、循环

经济技术和电池安全改进，如 AI赋能的固态电池材料开发、易

回收高安全电池包设计与成型技术）；

（2）电动汽车的先进燃料电池和电解（电池、电池堆和系统

创新，如全氟烷基膜的替代和回收技术、增程式固体氧化物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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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动力系统设计及关键部件研制）。

拟支持项目数：5个。

共拟支持经费：1000万元人民币。

其他要求：

（1）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申报；中方申报单位中至少

有一家企业，且企业应提供至少与其获得的政府资助等额的配

套出资；奥方申报单位中至少有一家企业，并根据奥方要求（参

见奥方指南）匹配相应经费；在此基础上，欢迎其他科研机构

共同申报。

（2）中奥双方合作伙伴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双

方经费投入和工作量应基本平衡。

（3）中奥双方合作伙伴须在申请前签署明确的知识产权协议。

（4）项目执行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年，鼓励中奥双方科研

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加强交流。

（5）项目合作双方须分别向本国的项目征集部门提交申报

材料，单方申报项目无效；双方申请内容应一致；奥方联系邮箱：

Michael.Zimmermann@ff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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