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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大连市重点科技研发计划申报指南 

 

（一）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1.人工智能 

突破深度学习算法、自然语言处理、跨媒体感知与融合、人

机交互等关键技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海洋、化工、港口、装备

制造、医药、交通、农业、教育等行业。 AI+① 智能制造。支持

AI与云平台、数字孪生技术结合，实现智慧运维智能柔性生产、

工业设计、智能供应链管理等应用场景； AI+② 生物医疗。支持

AI技术在药物筛选、基因分析、辅助诊疗、脑机接口等方面的应

用，建设智能医疗、智能医药、智能中医药管理、智能健康管理

等应用场景。 AI+③ 化工。推动人工智能与化工材料融合创新，

研究适用于材料科学机理和多尺度问题的基础理论和算法，加快

材料科学理论突破和前沿新材料发现，打造垂直领域模型和智能

体，实现组分、配方、结构的设计与筛选，合成和制备工艺的多

目标优化，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研发软件工具和系统。

AI+④ 交通。聚焦端侧大语言模型部署、智能视觉感知等技术，

开展智能辅助驾驶、复杂环境感知、车载智能设备等软硬件产品

的研发与应用，支持无人飞行器、无人船等多领域无人设备研发

与应用。支持AI在自动化货物装卸、交通管制与导航、航线规划

与优化等港口方面的应用。 AI+⑤ 软件升级转型。支持AI赋能信

息技术外包、商务服务外包等，推动软件产业转型升级。 AI+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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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持AI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开展多模态教育数据融合，

教育数据智能测评等研发与应用。⑦AI核心基础。推动计算机视

觉、自然语言处理、跨模态理解、类脑智能、具身智能等人工智

能基础理论与算法创新，形成有代表性的核心框架、算法与软件

系统。 

2.工业软件和工业互联网 

2.1工业软件。支持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优化 CAE 软件参

数设置、提高模拟精度。支持高通用性、大规模复杂结构分析底

层算法及 CAE 软件开发研究，CAD/CAM 产品设计制造过程

开发。支持制造执行系统、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逻辑控制

系统等软件的开发和应用。 

2.2工业互联网。自主研发工业物联网操作系统和可信数据

交换技术，包括数字孪生、产品仿真与人机协作等创新产品，打

造数字孪生车间。支持构建数字化支撑平台和安全生产智能化管

理平台等，实现异构设备的无缝接入、高效数据流通与智能预警。 

3.集成电路与高端电子元器件 

3.1集成电路。①设计。聚焦人工智能、移动互联、信息终

端、物联网等重点应用领域，发展高端光电子芯片、光电融合芯

片及微系统、网络通信芯片、智能终端芯片、工业控制芯片、传

感器芯片、射频识别芯片、汽车电子芯片等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

产品。②材料。支持超纯半导体特种气体、光刻胶、衬底绝缘硅、

高纯度清洗液、封装树脂、电子浆料等集成电路材料和设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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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装备。支持封装、晶圆切割、检测等关键核心设备的研发，以

及超长柔性电路板制作、高密度服务器散热技术等攻关。 

3.2高端电子元器件。包括大功率氮化镓基电力电子器件；

多层瓷介电容器；高精度、窄线宽、可调谐激光器；高性能量子

增强光学器件等。 

3.3传感器。面向危化气体的生产、储运和实时监测的高灵

敏度传感器研究；面向潜在泄露与挥发的污染气体的高精度、毫

瓦级低功耗、实时监测传感器的研究；非接触式高精度检测技术；

紫外和红外半导体传感器等；高灵敏度联检生物传感芯片等生物

传感器。 

4.大数据与云计算 

4.1大数据。开展大规模异构数据流有效特征表示、融合、

模型实时更新等相关研究，突破紧凑向量数据流生成技术、多层

级向量数据流净化技术及大规模网络近端迁移技术。 

4.2云计算与虚拟化。开展云计算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

等物理资源虚拟化成逻辑资源技术研究，分布式系统高可扩展和

容错性技术、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研究等。 

4.3智能决策。工业大数据融合与智能决策分布式可信技术

研究；具身智能感知交互方法、多智能体协作机制研究；数据流

通利用及安全保护。 

5.量子科学 

支持凝聚相物质激发态动力学中的量子效应等研究，研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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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光电转换、红外探测等器件。低维凝聚态物理等量子材料

研究，研发光量子信息材料、量子纳米药物、多光子成像仪器、

自旋电子器件、单光源探测器等产品。支持抗量子密码算法应用

等量子计算领域的技术研发与应用落地，建设兼容现有商用密码

产品与量子计算体系的分布式密钥资源池。 

（二）装备制造 

6.机器人 

6.1专业零部件。①高性能伺服产品。突破电机本体结构优

化、伺服系统核心部件驱动器设计与算法、高精度复合光电编码

器设计与加工等关键技术，研发伺服驱动智能核心装置和高性能

伺服电机产品。②高性能控制器。突破开放式模块化安全控制、

多任务实时操作系统任务调度、系统执行和应用框架及应用层设

计等关键技术，构建开放式、高扩展性的软件框架和动态链接库，

研发移动操作机器人安全控制器，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产品

国产化替代。③高性能精密减速器。突破齿轮结构优化、齿廓修

形、高传动精度与噪音优化等关键技术，研发高精度弹性变形谐

波减速器、多级传动行星减速器、高负载RV减速器等产品，实

现产品向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产业化升级。④末端执行器。

研发适配各类机器人的触感灵巧手，实现具身交互过程的灵巧操

作、工具使用与具身感知增强。⑤核心算法。面向具身本体的感

知认知能力提升需求，研究环境反馈增强主动感知和多步认知推

理技术，实现复杂环境的精确理解。突破多模态感知、机器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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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作业大模型构建、研究大模型轻量化部署等技术，推动大模型

在机器人感知、控制等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6.2整机。①工业机器人。突破柔性力控制与安全行为决策、

人机交互协作，多传感器融合、复杂任务执行算法和末端执行器

技术等关键技术，研发辅助装配型AGV、焊接机器人、协作机

器人等，实现智能生产线人机协同制造的生产需求。②微纳机器

人。突破多模态精密控制核心零部件、微纳变形体精准操作、微

纳机器人群控与协同、微纳物质结构与特性精准表征等核心关键

技术，研发面向医疗健康和信息器件的系列高性能操控装备。③

仿生机器人。突破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算法、自主决策、末端执

行器轨迹优化、肢体运动模拟、高能量密度驱动等技术，拓展仿

生机器人产品应用场景，重点突破人形机器人环境感知、自主运

动决策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人机交互产品研发落地。 

7.轨道交通 

7.1关键零部件创新设计制造与监测。加强高铁轴承零件精

密加工、高性能绝缘轴承设计与制造、轨道车辆承载部件形性调

控与新型连接、轻量化车体仿真与结构优化、列控系统基础器件

智能检测等技术开发，提升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化制造水

平。 

7.2智能防护系统。重点突破特殊紧急场景下的智能防灾、

危险感知与预判、仿真分析、新型吸能释能材料与结构等技术开

发，提升轨道交通运行过程的安全性和灾害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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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智能运维系统。聚焦轨道交通健康监测、故障预警、远

程控制、网络智能维保等方向，重点突破数据处理与故障诊断、

多源信息动态监测、多流程集成化运维系统等关键技术，研制集

成在线监控、智能诊断以及全寿命成本控制的智能运维平台，提

升轨道交通的运行可靠性和运维时效性。 

8.高档数控机床 

8.1关键核心功能部件。开展高端数控系统、超高速/高速精

密主轴、特种功能主轴、精密多轴转台/摆头、智能精密传动系

统等关键核心部件开发，完善高档机床功能部件供应链，提升高

档数控机床关键功能部件自主化水平。 

8.2通用与特种功能机床。加强超长型卧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超低温清洁加工机床、超精密磨削机床、复杂曲面结构增材制造

装备等通用与特种功能机床自主化研制，突破超精密磨床设计与

虚拟装配、全自动传输和磨削系统集成、复杂曲面功能结构共形

制造等关键技术，实现高精度、高可靠、模块化高性能通用与特

种功能机床自主制造，推动高端机床产业“老字号”改造升级。 

9.高端基础件 

9.1轴承。加强特殊工况轴承结构创新设计，重点突破轴承

高温环境润滑和缓振、复杂轴承零件超精密加工和磨削、智能轴

承设计与制造、高速精密与重载低速轴承设计、特殊工况高性能

轴承设计等关键技术。 

9.2高端阀门和特种泵。聚焦石化、核电、船舶、氢能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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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需求，开展高可靠阀门、特种泵和元器件等核心零件制造技术

研发，攻克极端工况高端阀门执行机构运动精度与可靠性保障技

术、特种阀门和泵的精密密封技术、特种元器件高质高效制造技

术等。 

10.汽车零部件 

加快发动机、变速箱等动力总成系统，转向、减震与制动等

底盘系统，电机、电池、电控等关键零部件系统领域的核心技术

研发。支持高效混合动力技术、低碳燃料应用等清洁动力系统技

术研究，推动轻量化集成制造、全流程数字孪生系统、柔性生产

系统等先进制造技术升级，形成关键配套零部件批量生产能力，

提升产品附加值。 

（三）现代农业 

11.种质资源培育与质量提升 

11.1种植业。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聚焦高产、抗病、抗逆的

育种目标，培育玉米、水稻等优质农作物新品种。围绕种业振兴

发展，开展核心种源技术攻关，培育大樱桃、苹果、蓝莓等特色

种质资源品种，深度挖掘大连老品种特异性状，突破关键种质配

套的高效规模化生产技术。 

11.2畜牧业。针对畜牧业品种单一、产业链和价值链相对低

端的问题，开展特色品种选育扩繁研究，形成耐粗饲、抗病力强

畜牧新品种；建立现代畜牧繁育、养殖、加工体系，支持大骨鸡

配套系培育、本土肉牛杂交选育、寒地奶山羊新品种培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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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字与智慧农业 

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在现代农业推广运用，提升农业生

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全过程数字化和智慧化水平，开展适合农

作物生长的环境智能化控制与装备研发。 

13.绿色农业发展 

围绕绿色农业发展需求，支持开展菌群肥料和生物农药研

制、化肥农药减施增效以及农机装备和关键核心零部件研发，支

持农业养殖养殖禽畜粪便处理技术和装备的研究。 

14.农产品精深加工和贮藏 

推动合成生物学赋能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开展功能性食

品、益生菌等研发。开展大樱桃、歇马杏等集成保鲜技术体系与

产业化应用。 

（四）节能环保 

15.节能装备研发 

面向推进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市产业节能

降碳技术水平的需求，开展工业过程节能降碳技术和高效节能装

备研发，突破过程节能技术与制冷行业高效蒸发冷却技术产业

化。 

16.资源综合利用 

针对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低、难以高值化和资源化的难题，开

展废塑料、废橡胶等含碳固废高值材料化、低碳能源化利用等关

键技术研究，开展燃料电池电极贵金属提取、废旧电池高效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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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粉尘等有效成分资源化循环等再生资源高质循环研究，开展

新型污染物微塑料处理技术研究。 

17.环境污染治理 

围绕化工园区环境保护与治理，支持开展VOC废气及化工污

染土壤检测与处理技术研究；围绕海洋绿色发展，支持开展近海

污染物及抗生素监测与处理技术研究。 

（五）化工与新材料 

18.高性能功能材料及其制造技术 

研发具有优良特殊性能的系列功能材料相关技术和产品，为

航空航天、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制造、光电探测等战略性

产业发展提供关键材料支撑。重点支持功能高分子材料研究，包

括耐高温树脂、高效分离膜、光电高分子、高阻尼材料、建筑阻

燃材料等；集成电路及电子行业功能材料研究，包括封装基板材

料、相变传热强化材料等；生物基材料合成与基因编辑生物材料

研究，包括工程化活体材料、仿生材料、矿化材料、智能响应材

料等；新型合金材料研究，包括高温合金、自润滑合金、海洋防

腐防污新材料、稀土复合光功能材料等；前沿新材料研究，包括

量子点、光学防伪、柔性传感材料等。 

19.绿色催化材料及相关应用技术 

研发高效催化剂和相关应用新技术，提高催化剂活性、选择

性及稳定性等性能，推动绿色化工的全链条产业技术创新。重点

支持精细化学品、石油化工用催化剂相关技术，包括醇类分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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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催化剂、烯烃转化制高碳醇催化剂、钴锰溴三元催化剂、过氧

化氢电化学合成及串联催化等；氢能储运技术相关催化剂研究，

包括有机液体储释氢催化剂、固体储释氢催化剂等；生物催化及

聚合物基催化材料研究，包括一碳资源生物转化的微生物细胞工

厂及生物催化合成技术等。 

20.高端专用精细化学品及相关制造技术 

面向超纯化学品、诊疗试剂、医药中间体等领域的关键瓶颈，

研发相关高端专用精细化学品设计制造技术。重点支持电子特

气、高折射率光学树脂、含氟、含硼精细化学品及高端电子浆料

等产品研制，构建高效纯化、品质控制技术和痕量杂质分析技术

体系；先进功能性染料与医疗诊断试剂研制，支撑重大疾病精准

即时诊断等；精细化学品连续制造和绿色生产技术，包括生物质

平台化合物合成高端医药中间体等。 

21.新能源材料及相关技术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形成新质生产力，针对新能源电池材料

的化工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瓶颈，重点支持煤基、生物质基锂/

钠二次电池材料研究，突破循环稳定性、能量密度等性能瓶颈；

轻量一体化的锂负极保护膜、新型固态电解质膜、可循环利用碳

纤维隔膜，有价组分的综合回收、梯次利用技术研究，提升电池

系统安全性、经济性；电化学制氢耦合高值化学品联产技术、生

物法生产燃料乙醇及代谢网络研究，构建新能源利用材料与应用

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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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化工装备、过程安全与智能制造 

针对化工、安全、人工智能等交叉领域，支持研发化工生产

的极端化、安全化、数智化新技术。重点支持极端过程装备的连

续化及技术集成，包括高压气体膨胀制冷技术、多股流高效换热

技术、高压及深冷氢能储-运-供-用关键应用技术等；化工过程全

生命周期本质安全技术，化工危险工艺事故超前预警与防护技术

等研究；碳捕集、氢回收、高纯制备等重要化工场景的多级过程

流程自动生成和优化控制的一体化设计方法，推动智能化技术开

发与工艺优化。 

23.工业低碳产业与CO2资源化技术 

针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开发面向工业领域的低碳产

业技术，推动CO2高效捕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发展。重点支持大

型焦炉炭化室仿真模拟及低碳化工艺设计，低能耗碳捕集吸收剂

研发技术，电驱动CO2还原系统集成技术及成套装备；弱电网下

风储系统高效运行技术、多源耦合热电冷储关键技术；绿电耦合

电解水制氢和CO2转化直接制备高值化学品。 

（六）洁净能源 

24.新能源关键技术与装备 

围绕风-光-火-核-储一体化基地建设需求，开发基于风能、太

阳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重点支持多能

协调控制研究，解决分布式能源大规模并网中电网冲击、互补调

度不足等问题；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研究，突破太阳能、海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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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核能等相关集成装备技术，研制高承载、大尺寸、高可靠性

风电轴承及风机叶片等核心零部件；光伏电池关键核心设备及材

料研究，提升光电转化效率；核主泵、核级阀门、核燃料储存格

架等关键核电装备制造技术，满足高安全、高效率和高节能需求。 

25.储能关键技术及系统 

针对电力系统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对储能安全性、

成本、寿命等要求，开展电化学储能关键材料、技术和系统研制。

重点支持锂/钠离子电池关键材料研究，突破耐低温、高安全、

低成本的新型电极和膜材料；全固态电池研究，突破高比能、长

寿命全固态电池电解质及电极材料及分析检测技术；大规模液流

电池及系统开发，突破核心材料、电池对结构和管理系统关键技

术，开发液流电池集装箱式能源互联网管理系统和储能电站监控

软件系统。 

26.绿氢、绿醇、绿氨技术及应用 

针对氢能产业“制-储-加-用”环节以及绿醇、绿氨制备过

程的技术瓶颈，开展氢能产业全链条关键材料和技术研究。重点

支持低成本电解水制氢关键材料及装备研究，优化隔膜材料和电

解质，提升能量转换效率；气/液/固态储氢研究，突破氢能高密

度存储技术；催化剂、质子交换膜、膜电极、双极板等关键材料

及核心部件开发，超高压氢气压缩机、氢气循环泵等关键部件研

制，实现燃料电池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氢内燃机、无人机、

船用与机车用燃料电池及系统研究与应用，提高系统运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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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绿色甲醇、绿氨合成及工艺研究，突破高效、高稳定性催化

剂制备技术；氢能装备检测技术研究及相关标准制定，突破系统

集成技术；围绕“沈大氢能高速走廊”建设，布局氢能汽车应用

示范，开展绿氨与柴油混烧发动机研制及应用、加氢站建设等技

术创新与标准建设。 

27.生物质能合成和转化技术 

针对非粮生物质等可再生资源转化利用需求，开发高效清洁

催化新技术，减少碳排放及能耗。重点支持木质素、纤维素等可

再生非粮生物质的资源转化技术研究，突破生物质高值转化过程

催化剂材料与工艺集成核心技术；基于生物质平台化合物及生物

质行业“三废”的高效清洁催化新技术研究，突破生物质废弃物

的非原位催化热解技术；开发生物质多相催化转化制生物质基芳

烃（苯、甲苯、二甲苯）技术，突破基于生物质基芳烃精馏提纯、

副产物循环催化共转化等催化生产的核心技术。 

（七）航空航天（低空经济） 

28.低空飞行器关键技术研究 

针对低空经济发展需求，围绕低空飞行器结构设计、关键材

料、飞控系统、智能感知和动力系统等开展关键技术研究。重点

支持高强度结构与材料轻量化设计及增材制造，实现复合材料机

身与电子系统一体化成型，突破结构与材料长寿命、耐疲劳等性

能；基于自主学习的智能飞行控制技术，开展强抗干扰空地通讯

保障、多模态智能感知、城市密集区域高精度导航与避障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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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解决低空飞行器城市应用安全问题；绿色长续航动力技术

的发展与应用，开展氢混动力电池等动力系统研究，优化能源管

理，延长无人机的续航时间并降低运行成本。 

29.航空航天关键技术研究 

围绕国产航空航天飞行器前沿领域，在特种航空航天器总体

设计、发动机及其他关键部件加工与装配、结构与材料研发与制

备、国产操作系统应用等方面实现技术突破。重点支持创新飞行

器布局构型设计，适应航空航天复杂任务场景需要；关键结构部

件、宽温材料、功能材料、特种合金材料研制，提升飞行器结构

耐久性和整体可靠性；新型复合材料与轻量化结构设计，降低飞

行器重量并提高载荷能力；飞行器在极端环境下力学及综合性能

验证与优化，提升复杂空域中任务执行能力；国产鸿蒙系统在航

空航天型号上的创新应用，实现关键机载系统自主可控与智能化

水平提升。 

30.典型场景技术集成验证及应用 

针对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市场应用需求，提供空域飞行保障

与典型场景技术验证。重点支持高可靠动力等系统设计，提升大

载荷条件下安全起降与稳定巡航能力；飞行服务保障系统研发及

示范，实现飞行器与城市基础设施协同管理；低空飞行全域环境

风险量化测评技术，复杂低空气象和电磁环境下自主决策、低慢

小目标态势感知探测与协同控制研究，保障高密度运行场景安全

协同；地理要素数据、气象大模型、三维空间流场测控等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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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底座建设，实现微纳卫星-低空飞行器-地面设施为一体的空天

地全方位信息感知与数据融合；围绕低空经济+农业、交通、物

流、旅游、消防场景需求，开展海上物流、海域监测、农林植保、

应急救援等典型场景应用示范。 

（八）生命健康 

31.生物材料和医疗器械 

支持脑机接口装备及其零部件、体外诊断产品、高值医用耗

材等产品技术攻关。推进体外诊断试剂与设备研发，支持海洋生

物材料、组织修复医用材料等新材料设计研发。支持高端医学实

验设备、智能诊疗装备、高端医美产品和器械研发。 

32.中药及特殊化合物生物合成 

开展基因编辑、定向进化、生物酶催化剂、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研发，建立新的合成系统、底盘生物系统，推动绿色生物制造

生产中药特定成分、特殊化合物和新型医药产品。支持中医药及

海洋特殊化合物生物合成。 

33.干细胞外泌体等生物制品 

研究干细胞及外泌体作用疾病机制和表观遗传学调控。开发

标准化和规模化干细胞和外泌体生产制备技术。开展干细胞和外

泌体动物实验、临床试验以及安全性评价，开发干细胞和外泌体

新型药物。 

34.数字医疗 

支持数字化诊疗装备及其零部件、可穿戴医疗设备、康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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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等数字医疗设备研发。发展基于云端的多中心脱敏医疗数据

共享算法，建立以病人及康养人群为中心的家庭、社区、医院多

源医疗数据融合机制。 

35.医学重点专科 

结合疾病谱变化和医学未来发展方向，围绕我市重大慢病、

急重传染性疾病、常见多发性疾病及地方流行性疾病，统筹科技

计划项目、“兴连人才”项目、成果转化等项目安排，支持市级

重点实验室重组后的医学重点专科，优先支持开展沪连合作创新

研发项目。 

（九）海洋经济 

36.海洋本土原良种及种质资源库 

围绕海参、扇贝、海带及渤海刀鱼等经济种类，开展种质资

源调查、鉴定、保护和种质资源库建设。开发分子标记辅助选育、

基因编辑、三倍体和家系选育等育种技术，培育具有单一或复合

优势性状的优质、高产、抗逆新品种，构建良种苗种规模化培育

新技术与绿色养殖新模式。 

37.深远海养殖种质资源开发及装备 

围绕深远海养殖环境、鱼种以及装备等问题，开展大比例尺

和精准区域海洋环境监测，适宜大规模商业化深远海养殖鱼种的

大规模苗种繁育、配合饲料以及配套保鲜贮运及加工等全产业链

技术研发，以及养殖工船、桁架类网箱等大型深远海养殖平台的

水动力、结构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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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海洋清洁能源综合利用 

突破基于海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海水电解制氢、储运和联产

淡水新技术，推进高效、长周期稳定、耐杂质的非贵金属电极催

化剂的开发，实现电解水余热的高效回收利用技术。开展海洋多

能捕捉和综合利用技术研究，推动氢能在渔船、旅游等特种作用

船舶、海工装备等方向示范应用。 

39.海工装备制造 

围绕船舶、海上作业平台、深海深潜等海工装备制造，开展

发动机、阀、甲板机械、发生器等关键零部件，以及新材料、控

制系统、传感器等科技攻关，突破智能化、绿色化基础共性技术

和关键核心技术。 

40.海洋中医药及海洋生物制品 

开展海洋中医药资源分布与利用现状系统调查，构建历史沿

革与应用体系。建立多维度筛选技术，获得具有成药潜力的组分、

部位、单体。开展海洋中药代谢产物的通路解析、高附加值成分

异源合成研究。开展海洋活性成分和海洋多糖生物制品原料等生

产工艺开发，开发高品质海洋生物制品。 

41.水下机器人 

全地形、全海况、全时作业条件下，目标准确识别率超过95%；

集成多传感器系统，发展精准导航、姿态稳控、智能感知以及灵

巧手等技术，精准定位小于2厘米，精准抓取率超过95%；建立多

元异构数据训练和共享平台，开发水下机器人大模型和进化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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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合声呐、惯性导航等技术，发展水下光通信技术，建立智

能协同控制和自主决策系统；开发高比能低成本能源动力管理系

统，满足全时作业需求。 

（十）文化与科技融合 

42.文化与科技融合 

围绕“AI+文化”，支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

成果赋能文化产业，发展创意设计、数字内容、广播影视、文化

制造、动漫游戏等文化业态，形成文化科技创新应用场景，开发

富有大连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科技产品。 

（十一）国际科技合作及港澳台专项 

重点支持与“一带一路”、日韩、欧美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

开展的科技合作。国外合作方原则上应在该技术领域具备领先优

势或有引进技术的需求，并与中方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双方均需

配备技术研发团队，分工明确；合作双方应签署技术合作协议；

双方建有联合实验室优先。 

43.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支持在连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与国外

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等在我市共建“一带一路”国

际联合实验室，开展合作研发、科技交流、技术输出、成果转化

等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重点支持领域：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

技术、洁净能源、化工和新材料、生命健康、海洋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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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欧美国家科技合作 

面向人工智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支持垂直化、专业化

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研究；面向化

工与新材料领域，支持高性能高分子复合材料、新型合金材料、

多功能材料研究；面向生命健康领域，支持合成生物技术、智能

健康、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研究；面向能源领域，支持高性

能燃料储能电池研究。 

45.日本及韩国科技合作 

面向人工智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支持半导体芯片设

计、制造、封装及测试技术研究；面向生命健康领域，支持日本

汉方药、韩医韩药、智能康养设备研究；面向智能制造领域，支

持高端装备、智能船舶、绿色船舶设计及制造技术研究。 

46.港澳台地区科技合作 

面向人工智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支持新型半导体材料

与器件研究；面向航空航天领域，支持月球及深空探测研究；面

向生命健康领域，支持生物医药研究。 

（十二）区域科技合作专项 

47.区域科技合作专项 

支持企业与上海市、沈阳市、东北三省一区（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沿海经济带五市（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烟

台市、江苏省、广东省和京津冀等地区的创新主体开展的科技合

作项目。由合作双方共同实施的产业发展关键与共性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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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交流合作平台载体建设等。可申报本指南

（一）至（九）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现代农

业、节能环保、化工与新材料、洁净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

生命健康、海洋经济 9个重点产业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