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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点研发计划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创新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安排

为推动创新链高效服务产业链，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力提

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行动计划（2020-2022）》《河

北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部署，2022 年新一代电子信息技

术创新专项延续 2020 年、2021 年科技计划安排，聚焦现代通信、

大数据 2个产业链，按照“强链、补链、延链”的科技需求，以

打造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为目标，布局 4 项重点研

发任务。

二、支持重点

（一）现代通信产业链

在量子通信、大尺寸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等方面布局 2 项重点

研发任务，形成包括核心技术、系统集成、标准规范在内的成果

体系。

1.基于量子通信的城域高速网络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指南

代码：3010101）

以填补我省城域范围高速量子通信网络空白技术为目标，集

中开展高质量量子信号调制、高灵敏度量子信号接收探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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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量子信号数据后处理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支撑城域范

围量子通信，链路距离不少于 30 千米；具备较好的与传统光网络

融合运行能力，通道隔离度不小于 80dB；实现量子密钥分发系统

发射端和接收端关键设备研制，并进行应用示范。

2.8 英寸碳化硅单晶生长关键技术研究及设备研制（指南代

码：3010102）

以巩固我省在大尺寸第三代半导体材料领域的领先地位为目

标，开展 8英寸碳化硅单晶生长关键技术研究和配套设备研制。

研发无多型夹杂、无开裂、低微管密度的 8英寸单晶生长技术，

开发温度、压力及温度梯度可控的专用 8英寸碳化硅单晶生长设

备，产品技术指标达到国外同等水平。

（二）大数据产业链

推动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在文化

大数据平台、工业物联网智能接入等方面布局 2项重点研发任务。

1.国家文化大数据省域服务平台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指南

代码：3010201）

以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资源形成省域服务体系为目标，重点

研发文化大数据重构、可视化、互动化传播、沉浸化体验技术，

突破文化资产数据化生产中的多模态融合、语义一致性和标准一

致性等关键问题。数据类型涵盖河北文化相关空间三维、全景影

像、高清图片、视频资源等，具备 PB 级的服务支撑能力；文化大

数据省域服务平台实现三维场景、5G+XR 等创新产品的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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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百万级用户并发访问。

2.工业物联网智能接入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指南代码：

3010202）

针对 5G 及未来网络智能工厂与网络协同制造，以实现工业设

备快速接入与互联互通为目标，开展工业物联网异构设备的智能

接入与可信共享关键技术研究。支持不少于 1000 个工业设备节点

的组网拓扑优化，实现秒级的动态拓扑重构响应；支持不少于 500

个边缘设备和 20 个边缘服务器的资源统一管理和任务调度，并在

3个以上相关企业进行应用示范。

三、绩效目标要求

通过专项实施，承担单位至少形成 1 项以上产业优势技术、

关键共性技术、前沿重大技术；形成 1项以上国内一流的新产品、

新装备，形成 2 项以上申请或授权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

四、申报要求

项目须由省内企业牵头，鼓励联合省内外特别是京津科研单

位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申报。自筹经费与申请省财政资助经

费比例不低于 2:1。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内

容。本专项实施周期为 1～2年，每个项目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

100～200 万元。

该专项实行“无纸化”申报。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书、

项目申报单位签字和盖章部分扫描页、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的合

作协议、专利证书、合作单位盖章部分扫描页等其他相关附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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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件。

五、形式审查要点

以下任何一项不符合的，则形式审查不予通过：

1.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符

合《2022 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要求；

2.项目申报书按要求填写完整、规范，承诺书、盖章页齐全；

3.申请的省财政专项资金额度符合指南要求；

4.项目执行期符合指南要求；

5.有合作单位的，提供合作协议；

6.承诺的自筹经费与申请的省财政专项资金比例不低于 2:1；

7.研究内容与申报指南内容相符；

8.不存在重复、多头申报项目；

9.牵头申报单位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10.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内容。

出现上述未能涵盖的特殊情况，经综合研判确定是否通过形

式审查。

六、业务咨询电话

高新技术处 0311-8580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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