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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我国新型产学研协同创新

组织形态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三大载体之一，是创新共同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列入《“十四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这将对已经

实践 14 年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

的法律保障。 

开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年度活跃度评价工作是科

技部等国家相关部门促进和支持联盟健康发展的重要依据。

全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工作自 2007 年 6 月启动以

来，陆续已有三批共 146 家联盟参与其中。自 2013 年以来，

受科技部的委托，科技部联盟试点工作联络组、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协同发展网已开展了 7 次试点联盟活跃度评价，

该评价结果已成为科技部等国家相关部门掌握试点联盟运

行动态，出台支持联盟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通过组织评价

工作和公布评价指标、评价结果，对联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引导和示范作用。 

2020 年以来，虽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联盟开展线下工

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各试点联盟积极克服疫情的不利

影响，坚持创新发展方向，通过发挥成员单位各自优势、搭

建多样化平台、创新活动方式，深入推进联盟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积极组织产业重大技术创新、科技交流合作，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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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可持续发展；同时发挥联盟产业组织协调功能，在助力

抗疫、防疫、治疫，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农业生产稳产

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

脖子”技术问题和自主可控难题，服务“碳达峰、碳中和”和

绿色创新体系建设，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

支撑。据不完全统计，2020-2021 年试点联盟在新材料、石

化、能源、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生物产业、电子信息、

节能环保、装备制造、物流、船舶、纺织、轻工农业等领域

开展创新项目 1804 项，投入经费总额 1545 亿元。其中，联

盟自设的自主创新项目 585 项，投入额 1268 亿元；承担各

级政府委托项目 833 项，投入额 206 亿元；承担相关领域企

业委托项目 386 项目，实现收入 71 亿元。试点联盟参与知

识产权共享活动 316 项、制定技术标准（规范）573 项、联

盟共建研发平台 387 个、跨联盟间合作和展览论坛学术会议

435 次，产业创新规划与报告 242 份。召开了两次“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碳中和高峰论坛”，发布了“关于联盟助力

实现 3060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共识”，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提供助力。 

为更好地总结评价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运行发展情

况及成果成效，经研究决定，科技部联盟试点工作联络组、

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发展网、中关村国联产业协

同创新发展促进中心开展了 2020-2021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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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并充分考虑疫情防控的情况，此次

评价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根据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的意见，2021 年 7 月

30 日，协发网发布《关于开展 2020-2021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了 2020-2021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本次活跃度评

价工作以联盟动态信息数据库信息为主要依据，并综合了各

联盟所在行业专家、媒体报道等各渠道信息。 

二、活跃度评价工作的组织 

为保证活跃度评价工作的质量，依据国家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对联盟发展的新要求，在完善联盟动态信息数据库基础

上明确了评价原则、完善了评价指标、细化了评分依据，组

建了评价专家组、优化了评价程序，尽可能地做到客观科学

公正公平。 

1. 活跃度评价的原则 

在指标设计方面主要考虑以下四个原则： 

（1）体现国家政策导向，强化联盟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

功能； 

（2）基于各联盟发展不平衡，兼顾成熟联盟和发展中联

盟的实际状态； 

（3）兼顾开展联盟工作的共性要求和各联盟所属产业的

特点和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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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对联盟诚信度的信任，以及信息的可采集性、

可比较性。 

2. 活跃度评价指标及内容 

基于联盟活跃度评价的原则，制定了《2020-2021 年度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指标、标准》，评价指标

主要侧重考量联盟以下三个方面： 

（1）联盟组织机构建设与运行； 

（2）联盟协同创新活动； 

（3）联盟带动产业发展成效。 

评价指标包括 3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每项指标

都设立了明确的评价标准。 

——联盟组织机构建设与运行。主要评价联盟工作常态

化工作的规范与否。比如，能否按照联盟相关协议章程定期

召开理事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大会和秘书处工作会议，主

要体现联盟组织机构建设是否健全或正常运行；是否建立并

及时更新联盟网站、网页等，反映联盟成员间的交流、对行

业宣传平台运行是否正常；联盟秘书处对外联络是否畅通，

能够反映秘书处是否专职化及规范运行。 

——联盟协同创新活动。通过评价联盟组织联盟成员单

位开展的自设协同创新项目、承担的各级政府项目和外部委

托（非政府委托）项目、知识产权共享活动、组织和参与制

定技术标准、共建研发平台、学术交流、研究产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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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间跨领域合作等情况，反映联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是否

建立有效联合创新机制和真正开展协同创新活动。 

——联盟带动产业发展成效。主要评价联盟围绕产业链

构建技术创新链、掌握产业核心技术、开展行业技术推广、

促进产业创新人才交流培养等情况，反映联盟对产业的支撑

引领能力；同时评价新闻媒体报道情况，能客观反映社会对

联盟的评价。 

3. 组建活跃度评价专家组 

按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方案，审

议确定了《2020-2021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

价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联盟活跃度评价专家组专家遴选

情况、专家组成、专家评价分工》等文件。评价专家组专家

主要由来自联盟工作一线、联盟活动成效显著的联盟秘书

长、专家委员会成员、办公室主任和熟悉联盟政策的外部专

家共 34 位组成（详见附件 1），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

点工作联络组秘书长李新男、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

调研员张冬担任评价专家组顾问，联盟协发网自律机制建设

部部长、住宅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仲继寿担任

专家组组长，联盟协发网秘书长程学忠和联盟协发网网员联

络部部长、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吴海华担

任专家组副组长。要求各评价专家应本着严谨、客观、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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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的原则，严格遵守评价工作程序与纪律，按照评价指标

及标准，公开、公平、公正的认真评价。 

4. 本次评价范围和程序 

（1）评价范围 

此次评价对象是科技部三批试点联盟 146 家（第一批 52

家、第二批 39 家、第三批 55 家）和参加试点工作的协发网

网员联盟 11 家，合计 157 家。评价内容时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根据信息数据库显示，共有 107 家

联盟录入了信息，其中 20 家联盟虽开展较多实质性工作，

但因疫情等相关原因数据填报不完整，综合考虑实际情况，

评价组对数据填报较完整的 86 家联盟进行了评价。 

联盟动态数据库信息填报不完整未纳入 2020-2021 年度

活跃度评价联盟名单见附件 2。 

（2）评价程序 

为保证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的客观、公正，减少专家掌

握评价指标尺度差异的影响，评价工作方案确定了分散与集

中评价的原则，设计了分组初评、集中交叉分组会评、重要

差异集体讨论复核会三个程序。科技部联盟试点工作联络

组、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发展网、中关村国联产

业协同创新发展促进中心分别组织召开了相关工作会议。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召开 2020-2021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启动会，开展初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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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 2020-2021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会评。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 2020-2021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复核会。 

5. 评价结果 

2020-2021 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划分为四个

等级：活跃度高（85 分~100 分）、活跃度较高（70 分~84

分）、活跃度一般（50 分~69 分）、不活跃（49 分以下）。

2020-2021 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分表（详见附

件 3）。并筛选出了 2018-2021 年连续保持“活跃度高”的 24

家联盟名单，将授予 A 级活跃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详

见附件 4）。 

三、联盟活跃度情况分析 

1. 总体情况 

经核实，共有 107 家联盟录入了动态数据库信息，评价

专家组对信息较为完整的 86 家联盟进行了评价。 

活跃度评价结果显示，活跃度高和较高的联盟有 57 家，

达到参评联盟总数的 66.28%，占联盟总数的 36.31%。其中，

活跃度高联盟共 35 家，占参评联盟的 40.69%、占联盟总数

的 22.29%；活跃度较高的联盟共 22 家，占参评联盟的

25.58%、占联盟总数的 14.01%；活跃度一般的联盟共 1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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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参评联盟的 20.93%、占联盟总数的 11.47%；不活跃的联

盟共 11 家，占参评联盟的 12.79%、占联盟总数的 7.01%。 

活跃度高的联盟与活跃度较高的联盟中，第一批试点共

27 家、第二批试点共 7 家、第三批试点共 18 家、协发网网

员联盟共 5 家；活跃度一般联盟、不活跃联盟中，第一批试

点共 7 家、第二批试点共 6 家、第三批试点共 14 家，协发

网网员联盟共 2 家。 

有关情况详见下表： 

 

图 1 参评的试点联盟和协发网网员联盟各档次所占比例 

及联盟总体情况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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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批试点联盟总体情况 

 

图 2 第一批试点联盟情况分布的比例 

 

 
图 3 第一批试点联盟四档分别占参评联盟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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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批试点联盟总体情况 

 

图 4 第二批试点联盟情况分布的比例 

 

图 5 第二批试点联盟四档分别占参评联盟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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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批试点联盟总体情况 

 

图 6 第三批试点联盟情况分布的比例 

 

 

图 7 第三批试点联盟四档分别占参评联盟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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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加试点工作的协发网网员联盟总体情况 

联盟协发网网员联盟共计 11 家，参评联盟 7 家，协发网

网员联盟为 2018 年-2021 年新加入协发网的联盟，联盟工作

积极性处在积极的上升态势。 

6. 活跃度高的联盟情况分析 

联盟活跃度高有 35 家联盟，占参评联盟的 40.70%。100

分联盟共有 4 家，其中第一批试点联盟有 2 家（半导体照明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化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第

二批试点联盟 1 家（住宅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第

三批试点联盟有 1 家（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特别是第一批的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已连续 7

年获得满分。 

联盟活跃度高联盟中，第一批试点有 18 家，占活跃度

高试点联盟的 56.25%，占第一批 52 个试点联盟总数的

34.62%。第二批个别联盟表现优异，95 分以上有 1 家。活跃

度高联盟中第二批试点有 5 家，占活跃度高试点联盟

15.63%，占第二批 39 个试点联盟总数的 12.82%。活跃度高

联盟中第三批试点有 9 家，占活跃度高试点联盟的 28.13%，

占第三批 55 个试点联盟总数的 16.36%。 

第一批试点联盟中活跃度高联盟的比例大于第二批、第

三批试点联盟，说明由于运行时间相对较长，基本已经探索

出适合本联盟发展的有效机制，并不断壮大，在组织机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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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协同创新、产业辐射、交流活动等各方面表现突出，运

行机制和经验值得向其他联盟推广。另外，第一批试点联盟

中在科技部唯一一次联盟评估中获评 A 类的联盟具有科技

部科研项目推荐权，这也是第一批试点联盟发展一直处于良

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联盟活跃度高联盟中，协发网网员联盟有 3 家，占活跃

度高联盟的 8.57%，占参评联盟的 3.49%，占联盟总数的

1.91%。 

 
图 8 活跃度高的三批次试点联盟占比情况 

 

7. 活跃度较高的联盟情况分析 

联盟活跃度较高有 22 家联盟，占参评联盟的 25.58%，

占联盟总数的 14.01%。活跃度较高联盟中第一批试点 9 家，

占活跃度较高试点联盟的 40.91%，占第一批 52 个试点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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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17.31%；活跃度较高联盟中第二批试点 2 家，占活跃

度较高试点联盟的 9.09%，占第二批 39 个试点联盟总数的

5.13%；活跃度较高联盟中第三批试点 9 家，占活跃度较高

试点联盟 17.31%，占第三批 55 个试点联盟总数的 16.36%。 

联盟活跃度较高联盟中，协发网网员联盟有 2 家，占活

跃度较高联盟的 9.09%，占参评联盟的 2.33%，占联盟总数

的 1.27%。 

 

图 9 活跃度较高的三批次试点联盟占比情况 

 

8. 活跃度一般的联盟情况分析 

联盟活跃度一般联盟共 18 家，占参评联盟的 20.93%，

活跃度一般联盟中第一批试点 4 家，占活跃度一般试点联盟

22.22%，占第一批 52 个试点联盟总数的 7.69%；活跃度一般

联盟中第二批试点 4 家，占活跃度一般试点联盟 22.22%，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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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39 个试点联盟总数的 10.26%；活跃度一般联盟中第

三批试点 10 家，占活跃度一般试点联盟 55.56%，占第三批

55 个试点联盟总数的 18.18%。 

活跃度一般联盟中，无协发网网员联盟。 

 

图 10 活跃度一般的三批次试点联盟占比情况 

 

9. 不活跃联盟情况分析 

不活跃联盟共 11 家，占参评联盟的 12.79%，其中不活

跃的试点联盟有 9 家，不活跃联盟中第一批试点 3 家，占不

活跃试点联盟的 33.33%，占第一批 52 个试点联盟总数的

5.77%；不活跃度联盟中第二批试点 2 家，占不活跃试点联

盟 22.22%，占第二批 39 个试点联盟总数的 5.13%；不活跃

度联盟中第三批试点 4 家，占不活跃试点联盟的 44.45%，占

第三批 55 个试点联盟总数的 7.27%。部分运行正常的联盟因

受新冠疫情影响，组织产业技术协同创新项目受到影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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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行业技术交流、展览展示等活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活

跃度评价得分。 

不活跃联盟中，协发网网员联盟有 2 家，占不活跃联盟

的 18.18%，占参评联盟的 2.33%，占联盟总数的 1.27%。 

 
图 11 不活跃的三批次试点联盟占比情况 

 

四、从各项指标来看试点联盟活跃度情况 

1. 联盟组织机构建设与运行方面 

活跃度高和较高的联盟绝大多数都能够定期、按照联盟

协议规定召开理事会、成员大会、专家（技术）委员会会议

和秘书处工作会议，且配备了秘书处专兼职人员，制定了完

备的秘书处工作制度，大多数联盟拥有对外宣传的网站、网

页或微信公众号并及时更新，反映其组织机构运转正常，运

行规范。活跃度一般的联盟突出问题表现在秘书处日常组织

协调作用发挥不够，联盟交流宣传平台不健全，反映出其在



17 

组织机构运转存在问题，运行还不够规范化、制度化。不活

跃的联盟突出表现为在秘书处缺少甚至没有专职化人员或

专兼职人员流动性大，工作制度不完备，日常工作松懈，个

别有对外宣传的网站和网页，但长达半年以上不更新内容，

反映出其组织机构未能发挥作用，运转不正常。 

2. 联盟协同创新活动方面 

活跃度高的联盟能够积极组织成员单位共同开展自设协

同创新项目或承担各级政府项目或承担外部委托（非政府委

托）项目、组织知识产权共享活动、制定产业技术标准、共

建研发平台、进行学术交流、研究产业发展趋势、推动联盟

间跨领域合作，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建立了有效联合创新机

制，扎实开展协同创新活动。 

活跃度较高和一般的联盟主要表现在自设协同创新项

目、外部委托项目、组织和参与制定技术标准等三方面工作

开展相对欠缺，评分较低。 

不活跃的联盟在协同创新活动中各分项工作都开展较

差，这是评分低的重要原因。 

3. 联盟带动产业发展成效方面 

活跃度高、活跃度较高的联盟大多能够在形成产业技术

创新链、掌握产业核心技术、行业技术推广及服务、促进人

才交流培养、媒体报道及社会评价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相比而言，活跃度一般的联盟主要在形成产业

技术创新链、媒体报道及社会评价等方面存在不足，成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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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活跃的联盟在这些方面的成效不明显，没有体现联盟

的引领性、带动性。 

五、A 级活跃度联盟评价的情况 

为推进示范性联盟培育，本次活跃度评价中，评价组对

2018-2021 年连续三个评价期活跃度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评价，有 24 家联盟连续保持了高活跃度，表明这些联盟在

组织机构建设与运行、组织协同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发展中

持续发挥引领、支撑作用，以及对全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构建与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取得显著成效，特评为 A

级活跃度联盟（详见附件 4）。其中，第一批试点联盟有 14

家、第二批试点联盟 4 家、第三批试点联盟 5 家、协发网联

盟 1 家。 

六、总  结 

以上评价结果，是基于对各试点联盟自行填报数据库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的认可，不排除存在联盟误报信息和填

写数据不符合事实的极少数情况，这些因素可能使个别联盟

评价得分的具体分值存在一些偏差，但从分值分布区间看，

评价结果总体上反映了试点联盟在试点工作中的实际状态，

可作为把握联盟运行发展情况，指导联盟健康发展的决策依

据和参考。 

1. 秘书处运行规范是联盟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通过对各联盟得、失分的情况分析可以看出，组织机构

运行规范的联盟，特别是秘书处规范运行的联盟，一般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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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都比较高，反向观察各项得分都比较低的联盟，组织机

构运行规范都较差，秘书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尚不完善。

这表明秘书处的健全与否、工作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联盟

能否正常运行和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2. 部分联盟在组织协同创新活动方面有待加强 

除活跃高的联盟外，其余联盟在以联盟名义接受外部委

托项目方面存在不足；活跃度一般和较差的联盟还在联盟自

设研发项目方面明显不足，这些也是许多联盟失分和拉开差

距的主要因素。这也说明联盟大多重视申请承担政府科研项

目，与联盟自设项目和外部委托项目相关的创新活动需要加

强。而联盟自设项目和外部委托项目往往体现了行业发展的

市场需求，是联盟与市场对接的纽带与桥梁，有助于形成企

业（用户）出题，联盟组织答题的产业技术协同攻关模式。 

此外，联盟要加强国际、国家、地方、行业、团体标准

研究、制定和修订等方面的工作，推进联盟标准转化应用。

联盟在组织成员单位取得技术创新成果的同时，还应加强联

盟标准的制定与发布工作。随着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

越短，联盟在产业技术发展的带动作用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地

位日益突出，国家标准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联盟制定和发布

联盟标准，以提高行业技术水平，规范行业有序竞争。这也

是联盟以标准引领产业，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产业国际

竞争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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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盟应加强宣传和示范活动发挥更大作用 

联盟是产学研协同创新、创新联合体的有效组织形式，

已成为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但从本次活跃度评

价结果来看，多数联盟在对外宣传和项目示范中积极性不

够，不能通过自身项目示范和宣传推广，发挥联盟在行业中

的引领带动作用。 

七、未参与活跃度评价的联盟情况  

共 50 家联盟没有按照 2020-2021 年评价要求填报信息，

通过分析，主要原因：一是联盟理事会不重视，秘书处无人

负责此项工作；二是因为疫情影响，联盟开展协同创新活动

不多；三是一些联盟认为科技部支持联盟的政策不明朗，继

续参与科技部联盟试点工作的积极性下降；四是许多政府部

门也在推进形式多样的联盟工作，但政策导向口径不一，使

得一些联盟对联盟的构建及发展方向等产生疑惑。 

八、对联盟主管和业务部门的政策建议 

1. 建议参照往年工作模式继续在科技部网站“技术创新

工程”栏目发布联盟活跃度评价报告。通过联盟评价指标加强

国家政策导向，实现联盟管理社会化、规范化，促进联盟不

断完善自律机制。通过公开发布联盟活跃度评价报告可进一

步推动联盟试点工作，为深入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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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十四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及技术创新工程规划，引导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挥产业引领作用。 

2. 重视发挥联盟协同创新和整合资源的重要作用。建议

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协同科技部相关业务司局，进

一步发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重大攻关需求提出、集聚

产业创新资源、加快产业共性技术研发、高水平创新基地平

台建设、推动重大科技成果应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强化联

盟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实施方案和指南编制、项目论证

评审、制订技术标准、加快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构建和完

善产业创新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继续支持评价 A 级联盟推

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联盟组织承担或以“揭榜挂

帅”形式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发挥试点联

盟对推动本领域产业重大技术创新和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的重要作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重要支撑。 

3. 建立试点联盟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联盟协发网的

作用，支持对试点联盟的试点工作进行系统跟踪评估，开展

科技部试点联盟动态调整机制和分类支持工作，对于没有达

到试点目标要求和连续多年活跃度不达标的联盟，公开撤销

其试点联盟资格，进一步敦促试点联盟健康发展。 

4. 结合新形势新情况建议科技部会同民政部等相关部

门在《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基

础上，研究制订《技术创新联盟管理条例》。建议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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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研究制定国家示范技术创新联盟的参考条件，统一政策

支持口径，并向社会公布提供参考，引导各类联盟健康有序

发展。 

5. 加强政策引导和辅导，建议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

创新司会同部门司局组织召开试点联盟交流会议，及时宣贯

国家最新政策，总结宣传试点联盟推动产业技术创新的经验

和做法，规范联盟发展模式，推动各试点联盟成为本领域行

业创新发展的主力军和顶梁柱，深入推进试点工作。探索依

托联盟成员单位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引导企业以市场化

方式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建设研发与产业化实体，面向产业

提供人才培养、技术熟化等服务。 

6. 进一步发挥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工作联络

组和联盟协发网在促进联盟深入开展试点工作、研究联盟健

康发展的政策法规、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交流合作、

推进建立联盟发展自我评估机制和开展联盟评估等方面的

作用，搭建联盟间合作发展平台，为政府加强联盟宏观调控

和管理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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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2021 年度联盟活跃度评价专家组 

一、专家组顾问 

李新男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工作联络组 秘书长 

张  冬 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调研员  

二、专家组组长 

仲继寿 联盟协发网自律机制建设部部长 

住宅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三、专家组副组长 

程学忠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发网 秘书长 

吴海华 联盟协发网网员联络部部长 

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四、专家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荣 建筑信息模型（BIM）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 

王守伟 肉类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王聆燕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发网副秘书长 

烟气污染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牛  钢 科研用试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田卫红 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任  爽 化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 

刘雪强 高值特生物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阮  军 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孙志勇 闪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 

杜凤丽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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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刚 存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李永振 TD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总监 

杨  洁 汽车轻量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杨丹泽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发展网 

杨兰芳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 

邸晓燕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发网特邀联盟研究专家副教授 

张  宇 海洋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 

张东辉 快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张宜生 木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副秘书长 

陈杰飞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工作联络组 组长 

尚辉良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发网副秘书长 

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赵立金 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副秘书长 

秦  舒 集成电路封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 

董炳艳 应急救援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 

韩  伟 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喻玮强 有色金属钨及硬质合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程堂仁 花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熊良明 光纤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潘晓棠 住宅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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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未纳入 2020-2021 年度活跃度评价联盟名单 

序号 联盟名称 批次 

1 维生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09 

2 油菜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31 

3 饲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34 

4 电子贸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42 

5 金属矿产资源综合与循环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47 

6 煤层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51 

7 激光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 

8 抗肿瘤药物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5 

9 生物医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16 

10 玉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23 

11 食品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26 

12 通用名药物品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31 

13 新型健身器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32 

14 国产科学仪器设备应用示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39 

15 安全自主软硬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02 

16 下一代广播电视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19 

17 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26 

18 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31 

19 生物农药与生物防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35 

20 食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D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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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2021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分表 

序号 联盟名称 批次 评分 

活跃度高的联盟（共 35 家） 

1 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0 100 

2 化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8 100 

3 住宅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33 100 

4 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20 100 

5 建筑信息模型（BIM）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54 99 

6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5 98 

7 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54 98 

8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D106 98 

9 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04 97 

10 冶金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52 97 

11 TD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05 96 

12 存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9 96 

13 钒钛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53 96 

14 新一代纺织设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4 94 

15 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12 94 

16 闪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5 93 

17 木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9 93 

18 花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41 93 

19 新一代煤（能源）化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盟 102 92 

20 集成电路封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38 92 

21 烟气污染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35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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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航天制造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04 90 

23 制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D202 90 

24 科研用试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07 89 

25 智能电网终端用户设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22 89 

26 海洋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D105 89 

27 有色金属钨及硬质合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7 88 

28 汽车轻量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07 87 

29 快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29 87 

30 染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3 86 

31 长三角科学仪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37 86 

32 应急救援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47 86 

33 WAPI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4 85 

34 滚动轴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7 85 

35 光纤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15 85 

活跃度较高联盟（共 22 家） 

36 高速列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12 84 

37 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17 84 

38 地理信息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44 82 

39 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D103 82 

40 智能数字家电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20 81 

41 抗生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08 80 

42 高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42 80 

43 先进稀土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09 79 

44 肉类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35 78 

45 淮河流域再生水利用与风险控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3 78 

46 畜禽良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3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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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城市生物质燃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53 75 

48 数控机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06 75 

49 大豆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3 75 

50 乳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36 75 

51 稻米精深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37 74 

52 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43 74 

53 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34 72 

54 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50 72 

55 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7 71 

56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21 70 

57 农业航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D104 70 

活跃度一般的联盟（共 18 家） 

58 贵金属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25 68 

59 特种分离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27 68 

60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34 66 

61 设施蔬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30 66 

62 杂交水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8 64 

63 兽用化学药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36 63 

64 装配式钢结构民用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46 62 

65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23 60 

66 多晶硅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1 58 

67 
商用汽车与工程机械新能源动力系统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126 58 

68 非晶节能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17 57 

69 轮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24 57 

70 马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4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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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南海区海水种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29 55 

72 数字音视频编解码（AVS）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9 53 

73 高档数控系统及其应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03 53 

74 工业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51 51 

75 长风开放标准平台软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1 50 

不活跃联盟（11 家） 

76 果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D203  

77 空间信息智能服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28  

78 高值特种生物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45  

79 深部地质矿产勘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52  

80 新食品资源健康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D102  

81 医疗器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49  

82 石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18  

83 光纤接入（FTTx）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6  

84 肿瘤微创治疗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36  

85 节能降耗水处理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38  

86 
物流中心自动化装备及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 
313  

 

*备注：三位数字中的第一位数字代表该联盟被批准成为科技部试点联盟的批次；第二、

三位数字代表该联盟在被批准文件中排列的顺序；d 字母开头的是协发网网员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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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A 级活跃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名单 

（2018-2021 连续三个评价期活跃度高） 

序号 联盟名称 批次 

1 新一代煤（能源）化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盟 102 

2 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04 

3 TD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05 

4 汽车轻量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07 

5 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0 

6 WAPI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4 

7 闪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5 

8 化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8 

9 存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19 

10 新一代纺织设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4 

11 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5 

12 木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9 

13 集成电路封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38 

14 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54 

15 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12 

16 光纤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15 

17 住宅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33 

18 烟气污染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35 

19 航天制造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04 

20 科研用试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07 

21 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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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花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41 

23 建筑信息模型（BIM）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54 

24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D106 

 

*备注：三位数字中的第一位数字代表该联盟被批准成为科技部试点联盟的批次；第二、

三位数字代表该联盟在被批准文件中排列的顺序；d 字母开头的是协发网网员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