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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全面加

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意见

各设区市科技局、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教育

局，省直有关部门，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

干意见》（国发〔2018〕4 号）精神，进一步加强我省基础科学

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夯实创新型省份建设基础，为创新

驱动发展和新福建建设提供持续源头供给和创新支撑，结合我

省实际，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

一、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一）强化优势领域基础研究。立足我省基础研究和应用

闽科基〔2018〕9 号

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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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中具有学科比较优势的研究领域进行前瞻性部署，围

绕固体表面物理化学、结构化学、光催化材料、激光晶体材料、

纳米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应激细胞生物学、恶性肿瘤分子

机制、激光生物医学检测，分子设计与转基因育种、分子标记

辅助育种、病虫害灾变机理等我省优势特色学科领域，重点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力争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重大应用前景的原始创新成果。

（二）加强新兴产业基础前沿技术研究。跟踪国际科技前

沿，聚焦新一轮技术变革，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基因工程、

生物工程，以及石墨烯、增材制造、高效储能、定位导航、智

能可穿戴设备、VR、海洋装备制造、蓝色粮仓、生物医药等新

技术领域，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前沿科学问题研究与技术研发，

加快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应用，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三）着力开展重大变革性技术的基础性科学研究。推动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带

动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加快大

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

制造技术相互融合，创造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四）关注民生公共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注重解决市场

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领域的迫切需求，择优支持重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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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治，大气、水、土壤治理等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生态环境、

防灾减灾公共领域社会关注度高、社会效益大的项目，强化应

用基础研究，充分发挥科技对民生改善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二、创新组织管理模式，构建基础研究支持体系

（一）强化科技与教育深度融合。推进科学研究和高等教

育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建立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优

势互补的有效合作机制。实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跃升计划和高

校“双一流”建设计划，完善高校教育科研学科体系布局，支

持高校在微电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

域建设一批标志性学科，更加重视数学、物理等重点基础学科

建设，推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均衡协调发展，以科教协同机

制构建为载体，强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建

设“双一流”、高水平大学和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

究机构。

（二）推动科技计划管理改革。进一步优化我省科技计划

和部门科技项目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强化各类计划项目有机结

合及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有效对接。加强重大科技项目与重大

工程项目的衔接。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发挥自身优势，

参与国家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

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积极探索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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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发展目标任务，构建“基础性研究-产业化技术研究开发-

典型应用示范”全链条协同创新项目组织模式，加强上下游创

新统筹衔接，集成相关领域创新人才团队，集中力量联合攻关，

发挥基础性研究的基础作用，提升基础性研究成果应用转化效

率。

（三）加大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充分发挥财政支持基础

研究的主体作用，引导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建立多元化投

入机制。到 2020 年，省自然科学基金经费规模达 7500 万元以

上；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增加经费投入，聚焦我省重

点发展领域和新兴产业重大科技需求，力争扩大“促进海峡两

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资助规模；完善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体系，增设“重点项目”大强度资助项目类型，形成对不同

层次基础性研究的梯次覆盖支持。结合卫生、高校等行业发展

方向和发展需求，深入实施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项目，开

展有特色和优势的基础研究，提升行业未来竞争力、公共服务

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三、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一）探索建设福建省实验室。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特

色重点产业，瞄准国内外科技前沿，对标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基

地创建标准，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原则，力争到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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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能源材料、海洋科学、网络信息、先进制造和医药健康等

领域，布局建设若干个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福建省实验

室，努力形成具有国内国际重大影响力的一流创新高地。每个

省实验室建设经费投入按“一事一议”、多元投入、分段补助与

建成达标后补助等方式给予支持。省财政每年资助每个实验室

一定数量的运行经费，连续资助五年。省实验室所在地政府要

在用地、基础建设、人才引进、成果转化等方面予以政策和资

金支持。

（二）巩固和发展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体系。进一步优

化我省重点实验室的学科布局、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加强在

前沿、新兴、交叉、边缘等学科以及薄弱学科，部署建设省重

点实验室，推进学科交叉重点实验室建设，探索省重点实验室

自主选题研究。加快提升科研院所创新能力，支持新型研发机

构建设发展。加强企业重点实验室建设，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

集聚，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骨干企业联合共建重点实验室。

加强省内外科研合作，推动军民融合和科研资源共享，协同面

向我省行业共性问题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到 2020 年，力争我省

国家重点实验室达 12 家以上、省重点实验室达 240 家以上。

（三）加大基础研究设施建设力度。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

设科技基础设施，推进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发展，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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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批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支持基于长期性科学观测的基

础科学研究。强化创新平台和基础设施资源开放共享和社会服

务功能，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中心、分

析测试中心、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基地等各类创新平台资源与企

业实现有效对接共享，实现基础研究资源的高效配置。

四、聚集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基础研究布局

（一）构建跨区域基础研究发展格局。将福厦泉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作为我省开展基础性研究的重点区域，推动示范区

集聚创新资源，支持示范区各类创新主体开展基础性研究，推

动建设中科院海西研究院（三期）、物联网开放实验室、厦门大

学石墨烯工程与产业研究院、华中科大智能制造研究院、福建

（泉州）哈工大工程技术研究院、福州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

（一期）、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业中心、集成电路晶圆测试

公共服务平台（一期）、稀土生物医学材料研发与转化平台、泉

州南京大学环保产业研究院、福建省智能物流产业技术研究院

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提升自创区科技创新能力。

（二）推动基础研究多层次、全方位和高水平合作。加大

引进国内外重大研发机构在我省设立总部或分部，独建或共建

更多国家级创新平台。争取福耀车载玻璃、宁德时代新能源动

力电池等列入国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建设基础科学专利导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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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提供专利信息服务，促进相关领域专利技术的利用

与推广。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借助高层次

平台，汇聚国内外高端科技人才及各类优质创新资源，提升我

省基础研究水平，支撑服务我省产业发展。

五、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一）培养造就具有国际国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和科技

领军人才。落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顺应和落实我省“海纳百

川”高端人才聚集计划的实施，充分利用全省人才工程、科技

创新平台、创新创业平台，着力引进和培育一批海内外高层次

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加强谋划设计，培育科技领军

人才，实施鼓励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新措施，制定

并实施科技创新人才发展规划，建立培养、引进科技创新人才

的扶持机制和科技创新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加大力度支持一

支精干、高水平研究队伍，培养和造就优秀的创新创业带头人。

（二）重视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进一步扩大青年科

学基金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规模，加大省杰青项目获得者持续

支持力度，进一步做好优秀中青年科技人员的资助工作。鼓励

大胆创新，宽容失败，最大限度释放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激情

和创新活力，最大力度支持青年科技人员开展原创性研究，促

进一批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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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高水平创新团队。按照项目、人才、基地相结

合的原则，启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支持计划，每年支持一批优

秀创新团队，重点推进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建设，形成我省若

干个基础研究小高地。积极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人才

资源的交流合作，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加强协

同合作，促进人才交叉融合。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教育厅

2018 年 08 月 1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