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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
2020年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直属有关单

位，有关行业学（协）会，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

　　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创新方向，进一步提升行业创新能力，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计

划项目管理办法》，我部决定组织开展2020年科学技术计划项目（以下简称科技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型和重点

　　科技项目申报分软科学研究、科研开发、科技示范工程、国际科技合作、重大科技攻关与能力建设等5类。申报内容应聚焦支撑

引领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科技需求，突出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软科学研究、重大科技攻关与能

力建设类项目按选题申报，要求申报项目题目与选题题目基本一致；科研开发、科技示范工程、国际科技合作类项目按申报方向申

报，要求申报项目研究内容在申报方向范围内。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0年重点工作，确定科技项目选题和申报方向如下：

　　（一）软科学研究类项目。

　　选题包括房地产业和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管理、建筑业转型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体制机制和理论研究等（详见附件1）。

　　（二）科研开发类项目。

　　申报方向包括支撑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提升、绿色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高品质的绿色建筑、城乡基础设施体系化建设、建

筑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治理和绿色生活等的技术供给（详见附件2）。

　　（三）科技示范工程类项目。

　　申报方向包括城镇人居环境改善、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字博物馆建设、传统村落保护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面向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慧社区、市政公用设施等应用场景）等方面的科技示范工程。项目主要

来源于国家重点试点、示范工程和地方挖掘、提炼的工程实践案例。项目所应用的技术为国内领先或优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在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能形成亮点突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或有代表性的样板工程。

　　（四）国际科技合作类项目。

　　申报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开展与拥有相关领域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和产品的国际

同行的合作，包括政策、法规、技术和标准比较研究及能力建设、综合示范等。申报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不再重复申报其他类型项

目。

　　（五）重大科技攻关与能力建设类项目。

　　选题包括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绿色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社区建设和城市治理技术创新与应用示

范、城市废弃物协同处理处置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应围绕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重点工作设置科研任务，统筹项目、资

金、科技人才、基地等科技要素，并提出科技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培育、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方案。

　　二、申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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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报单位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且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实力和组织协调能力，鼓励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用相结合，跨地区、跨行业等方式联合申报。科技示范工程项目一般应由建设或开发单位牵头申报，或经建设或开发单位同意

后，由参与工程的其他关联单位申报。申报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要有与国外合作机构的合作协议，且协议双方应为独立法人，单纯的商

业合作项目不纳入本次申报范围。

　　（二）申报单位应在所申报的项目领域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和科研实力，不得挂名申报。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项目主体研究思

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人员，并在项目结题前在职。

　　（三）2019年被取消项目资格的承担单位（名单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计划逾

期项目清理工作的通知》（建标综函〔2019〕278号）），暂停本年度申报科技计划的资格。

　　三、申报程序和要求

　　（一）组织推荐单位。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推荐本地区有关单位申报科技项目，申报科技示范工程类项目由工程所在地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组织推荐。部直属有关单位、部管行业学（协）会，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可直接申报。各推荐单位要认真做好项目遴选和审核把

关，突出重点，优中选优，注重质量，并对所推荐项目的真实性等负责。

　　（二）申报要求。软科学研究类、重大科技攻关与能力建设类项目按选题申报，每个选题原则上支持1个项目立项。科研开发类

项目、科技示范工程类项目、国际科技合作类项目按照申报方向申报，突出创新性、可操作性、实用性、示范性和推广价值，不支持

申报方向以外的项目。申报单位应拥有相关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承诺申报材料内容真实、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内容。项

目实施期一般不超过3年，项目研发经费和示范工作经费由申报单位自筹。

　　（三）申报方式。项目申报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网址：

http://kjxm.mohurd.gov.cn）进行。项目申报单位登录管理系统注册、填报项目信息。已注册填报过科技项目信息的单位，无需重

新注册，仍按原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四）申报程序。申报单位在线填写申报材料，提交后由推荐单位在线审核。审核通过的项目，由申报单位在线打印申报书（带

有条码）及附件（全部材料1式1份），报送推荐单位。各推荐单位将推荐函、汇总后的项目清单，连同加盖公章的项目申报书及附件

报我部标准定额司。

　　（五）申报时间。管理系统受理项目申报时间自2020年4月22日至5月22日止。各推荐单位请于2020年5月30日前（以寄出日邮

戳为准）报推荐函及相关申报材料。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姚秋实

　　电话：010-5893402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邮政编码：100835

　　申报系统技术支持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

　　联系电话：010-58934415

　　附件：1.软科学研究类项目选题

　　　　　2.科研开发类项目重点支持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20年4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软科学研究类项目选题

　　一、房地产业和住房保障

　　1.城市住房发展规划和编制要点研究。

　　2.房地产管理法规修订研究。

　　3.完善国家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制度研究（重点探索研究政策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的规范标准、支持政策和运行机制）。

　　4.房地产企业多元化经营和房地产业转型发展研究。

　　5.租赁住房建设、运营标准和机制研究。

　　6.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和风险防范研究。

　　7.居民部门住宅负债和风险研究。



　　8.房地产企业负债构成和风险防范研究。

　　9.物业管理制度改革和物业服务企业转型升级研究。

　　10.基于5G技术的商业地产运营模式研究。

　　二、城乡建设管理

　　1.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体制机制研究。

　　2.城市建设的法制化体系研究。

　　3.城市建设与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4.以“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理念为指导的城乡人居环境改造提升模式与方法研究。

　　5.绿色城市建设模式研究。

　　6.城市管理体系化建设研究。

　　7.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建设管理模式研究。

　　8.完整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机制研究。

　　9.城市更新理论与实践、典型案例、政策措施、制度体系研究。

　　10.我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多元化融资模式研究。

　　11.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建设和应用的相关制度、政策和激励机制研究。

　　12.城市水系统规划建设理论和方法研究。

　　13.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机制研究。

　　14.城市节水体系研究。

　　15.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传承体系相关政策机制研究。

　　16.国家历史风景名胜资源价值与评价标准研究。

　　17.中华园林之美的评价标准研究。

　　三、建筑业转型发展

　　1.绿色建筑政策体系研究。

　　2.建筑节能发展模式研究。

　　3.装配式建筑项目供应链及协调模数优化研究。

　　4.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

　　5.工程设计易建造性评价研究。

　　6.绿色建造产业链研究。

　　7.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国际化研究。

　　8.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标准规范体系研究。

　　9.建筑师负责制、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研究。

　　10.传统建筑技艺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11.中国传统园林技艺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12.建筑产业工人培养体系研究。

 

附件2

科研开发类项目重点支持方向

　　一、支撑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提升

　　包括安全韧性城市管理技术、城市设计导则编制技术、城市体检评估技术，全龄友好城市和完整社区建设运行技术体系；城市更

新改造示范性技术方法（含老厂区老厂房、老旧城区、历史街区、商业街/区、城市公共空间、涉老场所等）、城镇老旧小区绿色更

新改造和功能提升关键性技术集成；城市多、高层既有住宅排水、排风系统防疫功能提升技术与工程改造示范；地下空间拓展与加固

改造关键技术，新开发城区地下空间综合利用技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传承体系动态监管平台建设技术。

　　二、支撑绿色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体系；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和方法；适于不同区域化新型农村建设的轻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既有农房功能

提升关键技术；小城镇及农村污水处理技术与装备、适应性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升关键技术、防灾减灾关键技术；农村地区建筑节能

模式、乡村能源供给及利用技术体系；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乡村风貌塑造政策与技术体系，传统村落白蚁防

治政策与技术体系。

　　三、支撑高品质的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品质和性能提升技术、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技术；住房设施、设备体系的健康性能保障技术；超低能耗、零能耗建筑与零

碳社区关键技术、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和控制技术；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建筑用能系统运行监测评估技术，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用户侧能效提升关键技术，外墙保温系统可靠度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四、支撑城乡基础设施体系化建设

　　城市生命线系统运行安全评估与智能修复技术；城市公共设施韧性扩展技术和快速建造（改造）技术；城市道路空间建设全要素

规划设计技术、城市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标准体系和关键技术、智能停车及自动代客泊车技术体系，轨道交通工程穿越复杂条件风险监

控及智能建造体系、国家绿道网络体系、城市公园绿地生态服务功能评估技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更新提升技术；城市水系统功能提

升技术、智慧水务建设标准体系和关键技术；不同气候带及地理分区的典型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建设的水系统集成技术；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城市供排水设施安全运行保障技术。

　　五、支撑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建筑标准化设计体系，极端恶劣环境下复杂土木工程关键技术，建（构）筑物安全智能监测技术；新型装配式结构体系、质量保

障体系、绿色装配式成套快装产品体系、智能制造及管理平台研究与应用，钢结构住宅系统集成创新与关键技术、标准研究，钢结构

建筑上下游产业链标准化模数化研究；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体系研究、建筑信息模型（BIM）与城市信息模型（CIM）的

数据接入、轻量化和数据信息安全技术；新型模板体系及填充墙体材料应用、高性能混凝土和纳米材料在建筑中的应用、海沙和沙漠

沙等建材高效处理技术、高性能耐火和耐蚀钢材在建筑中的应用研究、“溴环十二烷”替代类阻燃剂在保温材料中的应用；工程建设

机械和施工智能装备（设备）开发。

　　六、支撑城市治理和绿色生活

　　城市综合管理服务评价技术；城市基层治理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支撑技术；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标准体系研究、基于CIM

的智慧城市应用场景梳理及体系构建技术。城镇绿色清洁能源供应系统与保障；城市高效节水技术与产品；城市供水系统全过程安全

保障和高质量供水技术及装备；再生水安全利用保障技术；垃圾分类技术体系、厨余垃圾预处理及生物处理技术、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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