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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文件
杭科协〔2024〕18 号

杭州市科协关于征集
2024 年度第二批重点学术活动项目的通知

各市级学会，海智工作站，园区（企业）科协，事业单位科协，

各区、县（市）科协，西湖风景名胜区科协：

为深化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促进学术繁荣和科技创

新，现开展 2024 年度第二批重点学术活动项目征集工作。具

体如下：

一、项目选题

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突出把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作为创新深化的发力重点，助力三支队伍、三个“一号工程”，

建设五大产业生态圈建设，围绕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等重点和难点问题。项目采取委托服务的形式，主要有科经融

合（服务新质生产力专项行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

学术交流提升专项行动、国际民间科技交流专项行动等三个方

面四个专项行动。

（一）服务新质生产力专项行动（助力产业对接）

1.围绕“科创中国”国家级试点城市建设，服务数字经济、

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能源重点产业发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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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支持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国

产替代。推进工业“智转数改”，培育“未来工厂”。稳妥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高质量开展碳达峰试点城市工作，推进制造

业绿色转型。

2.围绕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服务培育生成式人工智能、

人形机器人、元宇宙、量子科技、合成生物、脑机接口、未来

网络等未来产业新赛道。推动产学研用金跨界合作，助推“科

学家、创投家、企业家”跨界合作、“创新链、产业链、人才

链”深度融合，探索“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新模式。

围绕上述产业的核心技术和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技术难

题，由市级学会或研发机构科协牵头，汇集高校、国家级学会、

省级学会等资源，组织开展组织开展试点培育特色园区、跨区

（县、市）成果转化、前沿学术交流、标准制定、人才培养、

科普惠民等活动。

申报主体：各市级学会，事业单位科协；市科协备案的海

智工作站、园区（企业）科协须会同所在区、县（市）科协联

合申报。

（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助力产业提升）

1.杭州市科协学会联合体创新发展。结合三大学会联合体

的实际情况，面向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生命健康等领域，推

动产业创新。围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少年科技创新，集聚各

类智力资源，分别创建学会企业联合体，推动产业发展。会同

园区、企业等开展跨区（县、市）成果转化、产业促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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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人才培养等活动。每个项目线下活动不少于 3场，其中

围绕三支队伍建设相关活动至少 1场。

申报主体：杭州市科协所属的学会联合体或学会联合体秘

书处（牵头或轮值主席学会）。

2.助力山区 4县“一县一业一学会”新型帮扶共同体活动。

聚焦临安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等山区 4县和杭州对口

支援地主导产业和未来新兴产业发展，结合区县科协的实际需

求和意愿，市级学会牵手区县，扎实开展标准制定、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产业规划、农技推广、送医下乡等服务活动，推动

产业创新，真正把助力山区科技赋能落到实处。

申报主体：各市级学会须会同相关区、县（市）科协和服

务对象联合申报。

（三）学术交流提升专项行动（夯实基层基础）

1.培育有影响力的学会科技期刊，发挥学会科技期刊在我

市建设科技文化强市进程中的作用。发挥我市科技期刊"学术

窗口"的展示引领作用，推动学术能力提升、产业创新发展，

服务杭州经济社会发展。

2.落实“三支队伍”相关要求，打造卓越工程师队伍，推

动杭州市工程师学会成立。协同省工程师学会、香港工程师学

会等资源，在国际工程师互认等方面有创新突破。

3.由市级学会牵头，集聚各类智力资源，建设市级学会科

技服务站。帮助园区、企业、农业基地、医院、学校等开展招

才引智、决策咨询、转化合作、技术攻关、科普宣传、人才培

养等科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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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型前沿学术活动。邀请专家、一线科技工作者、产业

专家等，围绕我市新质生产力培育、科学技术创新发展“卡脖

子”问题、热点问题进行研讨，开展前瞻性研判，服务党和政

府科学决策。研讨活动一般控制在 20 人以内，参会专家应在

相关领域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重点邀请国内知名科学家和科

技领军人才，鼓励邀请国际同行。活动结束 15 天内，提交研

讨纪要、专家观点汇编或政策建议报告等研讨活动成果。

申报主体：各市级学会；市科协备案的海智工作站、园区

科协、事业单位科协。

（四）国际民间科技交流专项行动（畅通国际交流）

市级学会、海智机构等举办海外技术成果推介、海外人才

创新创业大赛、国际民间学术交流、青少年国际科技交流等。

着力引进海外专家，与国外科技社团、科研学术机构和科学家

建立常态化联系，拓展助力中外科技工作者“双向奔赴”，实

现杭州科技需求与海外智力资源及时有效对接。

申报主体：各市级学会；市科协备案的海智工作站、园区

科协、事业单位科协。

二、项目申报渠道

请各申报单位登录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管理服务平

台(https://hkx.wehzsy.com), 进行项目申报。申报单位的账

号为各学会的秘书长和联系人，手机号登录，密码统一初设为

“HZSkx@123456”，初始密码各单位可登陆后修改，如有申报

技 术 问 题 请 咨 询 学 会 微 信 工 作 群 技 术 人 员 温 工

13706590922(微信同号)，其他不明事项可咨询学会部对口联

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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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事项

1.项目简介、项目预期成果和绩效目标是专家评审的重要

依据，项目应论证充分、内容务实、成果显著、目标明确、可

操作性强；项目不接受个人申报。

2.评审重点推荐方向：5A 级学会、一流学会、特色学会、

省市品牌性社会组织；近几年项目实施绩效明显，获评绩优项

目；与区、县（市）科协联合申报项目，尤其是与山区 4县联

合申报项目。

3.项目经专家评审同意立项后，须打印项目合同书并加盖

申报单位公章，提交一式三份报市科协。

4.项目原则上要求 2024 年 11 月底前完成，完成后须及时

提交项目总结、经费使用清单及其他绩效材料。

5.署名要求：立项项目应在有关材料中注明为杭州市科协

项目。杭州市科协作为主办（承办）单位。

6.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 5月 20 日，自发文之日起即受理

项目申报。

联系人：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事业单位科协：姜

老师 89587222,余老师 89587225,王老师 89587224；各区、县

（市）科协，园区（企业）科协、海智工作站：王老师，89587221。

附件：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重点学术活动项目申报书

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4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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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重点学术活动项目申报书
（本申报书供网络申报时参考，无需报送纸质材料）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制表

2024 年 4 月



- 7 -

填 报 说 明

1．本申报书供网络申报时参考，无需报送纸质材料。填写内

容须实事求是，表述应明确、严谨。

2．每个申请项目单独填写项目申报书，同一申报书申请两个

或两个以上项目视作无效。

3．“项目类别”填写申报文件中的项目类型，超出申报指南

范围的项目申报将不予受理。“申报单位”须填写单位全称（和

公章相符）。

4．项目预期成果是项目立项的重要依据，也是项目实施后进

行项目验收考评的重要依据。这是填报项目申报书的重点，必须

具体、明确的填写。没有明确、具体的绩效目标，一律不予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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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主要

内容摘要

（限 500 字）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电 话

项目联系人 手 机

电子邮箱

项目经费

总计(万元)

申请市科协

委托经费(万

元)

项目实施

起止时间
2024 年 月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

二、项目申报单位

第一申报

单位

单位名称

法人代码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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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户名及账号

联合申报

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 话

三、项目主要内容

四、项目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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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预期成果及绩效目标

六、项目实施步骤和进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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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阶段 实施时间 内容及目标

七、项目团队人员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在本项目
中承担的
主要工作

联系方
式

八、项目经费预算

经费总预算 万元，其中：

1. 申请市科协委托经费 万元（注：请按文件中的委托经

费额度填报）

2.其他经费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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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协委托经费支出明细预算表

单位： 万元

序号 支出内容明细 金额 测算说明

合计

抄送：浙江省科协。

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2024 年 4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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