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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
轻工产品连接着千家万户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

科研能力提升与职业生涯规划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袁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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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科研能力提升



高职院校教师科研能力现状与原因分析01



一、高职院校教师科研能力现状与原因分析

1、部分学校领导对科研工作重视不够。

2、大多数教师学历层次不够，用于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缺乏。

3、教学任务繁重，无暇顾及科研。

4、科研意识不强，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5、科研畏难意识严重，缺乏吃苦耐劳精神。

6、没有明确的研究方向，课题申报经验不足。

7、科研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研究方向摇摆不定。

8、科研协作与团队精神欠佳。



教师科研畏难意识严重 教学任务繁重，无暇顾及科研

一、高职院校教师科研能力现状与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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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企联合开发科研项目（横向课题/项目）

（二）校企合作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纵向课题/项目）

（三）联合共建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四）企业员工技术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

（五）提供优秀的毕业生、为企业订单培养学生

（六）大型仪器设备的资源共享

（七）校企合作开发课程与教材

（八）兼职教授、兼职工程师的互聘，产业教授，双导师、校企混编师资团队，青年教师

下企业的工程实践锻炼

（九）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就业基地、产学研基地

（十）校企战略联盟构建、校企投资合作办学、建立校企董事会、校企共同体产业学院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十大模式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一03
校企联合开发科研项目（横向项目）



校企联合开发科研项目（我主要开发的横向项目）

病理组织脱水机

环保压滤机
药用包装铝箔涂布生产线

塑料中空吹瓶机 球磨机



03 我的科研成长历程（职业生涯）

从下企业实习锻炼 横向项目开发 技术服务与培训 纵向项目申报



我的成长历程（职业生涯）

（从一名青年教师成长为二级教授的职业生涯历程）
• 1985年7月 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大学机械系轻工机械制造工艺及装备专业

• 1985年9月进入常州轻工学校，主要从事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零件等课程教学

• 1987年9月－1988年 8月常州机床厂从事组合机床制造工艺编制与组合机床产品设计（下厂实习一年）

在车间从事组合机床装配3个月，组合机床机床制造工艺设计3个月，组合机床产品设计6个月

1988年9月 回到学校，主要从事机械制造工艺及夹具课程教学，机床与刀具、模具制造工艺等专业课教学

• 1997年9月－1999年7月 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课程班学习（机械制造自动化专业）

• 1998年成为学校最年轻的高级讲师

• 1999年8月 转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 2003年8月 被评为副教授

• 2007年8月 被评为教授（轻工学院历史上第一个教授）

• 2010年10月被评为三级教授

• 2014年8月 被评为二级教授

• 1999年9月－2002年12月任常州轻工学校机械制造教研室主任

• 2003年1月－2005年12月任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教研室主任

• 2006年1月－2016年12月任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处长

• 2017年1月－至今 任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我的科研历程

1、 1989年主持设计了“SJKP－Φ45全自

动塑料中空吹瓶机”，后转让给常州第三轻
工机械厂，该产品参加了第一届北京国际食
品包装机械博览会，获专家好评。

2、1992年为常州长江化工技术应用研究所开发设计
了“XAJZ6－100M系列环保压滤机”，后转让给武进
市红星环保机械厂

全自动塑料中空吹瓶机-我的第一个横向项目 环保压滤机



3、 90年代初，国家改革开放使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常武地区的塑料机械在全国非常有名，

我们机械学科几位老师（王志平、恽达明、朱德范等）组成了团队，专门针对乡镇企业的需求开放了一
系列塑料机械产品，如双螺杆挤出机、塑料中空吹瓶机、圆织机等。

我的科研历程

塑料挤出复合（涂布）机组
双螺杆挤出机 圆织机



4、1995年为常州永盛包装公司总体设计了“CTBP－600型药用包装铝箔涂布生产线”，并担任印刷、

涂布机组的全套设计。

5、1996年为常州永盛包装公司开发设计了“CTB－1320型彩色印刷机”

6、1997年为常州永盛包装公司总体设计了“V1200型印刷涂膜（淋膜）生产线”，并担任印刷、复合机

组的全套设计。

我的科研历程

CTBP－600型药用包装铝箔涂布生产线 CTB－1320型彩色印刷机 V1200型印刷涂膜（淋膜）生产线



1999年，为学校开发实验实训设备，开发设计了“全自动簿膜张力控
制实验自动线”。

我的科研历程



2001年获得江苏省职教之星“西门子杯数控车床操作技能大赛”指导教
师二等奖，任常州市代表队总教练。

2003年为江苏新科电子集团开发部培训Unigraphics软件，并规划新产品
设计方案。

2004年5获得“江苏省数控高级考评员”资格证书。

2002～2004年连续三年担任全国数控培训网络“Unigraphics 师资培训班”
教官。

2004年6月获得美国（EDS）UGS公司UG CAM教员资格证书，并使常州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成为（EDS）UGS公司授权培训中心。

我的科研历程



袁锋、袁飞、李涛三位教师获得了美国UGS公司颁发的UG教员证书，
使常州轻院成为国内高职院中唯一连续二次得到美国UGS公司的授权
单位，UGS公司向学院赠送50套价值人民币250万元的UG软件。

我的科研历程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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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联合申报政府科研项目（纵向项目）



1、各类科技部门科技项目申报

2、高新技术产品申报

3、技术改造项目申报

4、节能减排项目申报

5、制造业信息化项目申报

6、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申报

7、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8、龙城英才项目

9、经信委、发改委项目申报

10、“一带一路”资助项目

纵向科技项目主要类型



2004年与江苏新科电子集团合作的“车载数字化多媒体综合系统及制造业信息化关键技术

的应用与推广”项目， 被立项为2004年常州市重点“工业科技攻关”项目,项目金额50万元，项

目编号为CE2004001，任项目第二主持人。

我的第一个纵向科研项目

我的科研历程

为新科电子集团开发设计的GPS导航



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江苏常发实业集团
合作开发的科研项目

1、发动机数控柔性制造系统（FMS）人机一体化工程开发与建设

（项目编号2006GY008，项目金额10万元）

2、发动机现代设计国际合作研发平台

（项目编号BM2007103 ，项目金额50万元）

3、发动机制造企业(CAD/CAM/CAE/CAPP/PDM)集成系统的开发与推广

（ 项目编号JH07-041 ，项目金额7万元）

4、基于NX MasterFEM可靠性分析的发动机曲轴优化设计

（项目编号K2007319 ，项目金额0.5万元）

5、基于激光冲击的柴油机曲轴表面强化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编号JH09-049 ，项目金额7万元）

6、联合共建“江苏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项目编号2007-11 ，项目金额50万元）

























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常州数控技术研究所

合作开发的科研项目

大型高速高精加工中心高可靠性数控系统的研制 （项目编号BE2009033 ，项目金额90万元）

智能柔性制造单元调度仿真系统及装备的开发与研制 （项目编号BE2010070 ，项目金额90万元）

常州市数控及智能装备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项目编号CM20112005 ，项目金额45万元）

2012科技部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26243202590 ，项目金额70万元

2013科技部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C26243202156 ，项目金额50万元

数控系统项目申报书正式稿.doc
智能柔性制造单元调度仿真优化设计-项目申报书（正式稿）.doc


常州数控智能装备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与常州数控技术研究所合作承担
2012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26243202590)。



数控柔性制造检测生产线虚拟样机

1视频.avi


数控柔性制造检测生产线







2009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工业工程组一等奖作品





与今创集团合作的科研项目
1、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CAD/CAE/CAPP/CAM/PDM)

信息化集成技术的应用与示范
（项目编号CC2008003 ，项目金额20万元）

2、以“甩图纸”为特征的轨道交通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
造信息集成示范应用

（项目编号CE20110036 ，项目金额20万元）



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项目名称： 大型复杂精密汽车注塑成型模具的研发与

产业化

•申报企业： 常州华威亚克模具有限公司

• 2010年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项目编号：BA2010063

•项目金额：750万元



大型复杂精密汽车注塑成型模具的研发与产业化

（2010年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 ，BA2010063，项目金额750万元）

武汉神龙T73仪表板注塑成型模具

华威成果转化申报书（定稿2010.5.4）.doc


一汽奥迪B8前保险杠注塑成型模具



上海大众B5 GP 前窗落水槽注塑成型模具



重庆福特307后灯双色注塑成型模具











03

校企联合开发项目、联合申报专利



03

校企联合开发项目、联合申报专利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三

03 校企联合共建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公共服务平台



江苏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成功案例）



江苏省半导体照明（LED）应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成功案例）



三、创新校企共同体，构筑职教发展新平台 57

国家级数控实训基地

校企资源共享平台的实践探索-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校企联合共建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公共服务平台



面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2012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26243202586



常州市数字化设计与制造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2013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GH540566）



三、创新校企共同体，构筑职教发展新平台 60

校企共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重点实验室

校企联合共建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实训基地

校企资源共享平台的实践探索-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四

03 为企业员工技术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



常州市数字化设计与制造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为企业开发横向项目、数控培训与UG 软件培训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五

03 为企业提供优秀的毕业生
为企业订单培养学生



为企业提供优秀的毕业生、为企业订单培养学生

“百兴”教育基金是继托利多奖学金、常发光彩奖助学金、宝泽奖助学金、
扬子奖助学金、三润创业基金等项目之后，学院探索校企合作，利用社会资
源发展高职教育的又一力举。



为企业提供优秀的毕业生、为企业订单培养学生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六

03 大型仪器设备的资源共享



大型仪器设备的资源共享



大型仪器设备的资源共享



数字化（虚拟）样机实验实训室
Digital（virtual）prototype experiment and training room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七

03 校企合作开发课程与教材



校企合作开发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企业工程案例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八

03兼职教授、兼职工程师的互聘，产业教授

双导师、校企混编师资团队
青年教师下企业的工程实践锻炼



兼职教授、兼职工程师的互聘，产业教授，双导师、校企混编师资团队，青年教师下企业的工程实践锻炼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九

03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就业基地、产学研基地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就业基地、产学研基地



三、创新校企共同体，构筑职教发展新平台 84

企业介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 企业培训中心整体迁入

▪政府投入6000平米厂房

▪企业2800多万设备迁入并实时更新

▪ 10位企业技师常驻培训参与教学

▪ 共建智能制造学院、应用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

校政企共建“轻工智能制造跨企业培训中心”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就业基地、产学研基地

校企资源共享平台的实践探索-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十03
校企共建资源共享平台
校企构建战略联盟
校企投资合作办学
建立校企董事会
校企共同体产业学院



校企共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高技能人才资源共享培养平台的实践与探索（教学成果奖）

2013年江苏省教学成果（高等教育类）特等奖 2014年国家教学成果（高等教育类）二等奖



校企战略联盟构建、校企投资合作办学、建立校企董事会、校企共同体产业学院

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校企战略联盟构建、校企投资合作办学、建立校企董事会、校企共同体产业学院

2012年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校企战略联盟构建、校企投资合作办学、建立校企董事会、校企共同体产业学院

2017年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校企战略联盟构建、校企投资合作办学、建立校企董事会、校企共同体产业学院

2017年中国轻工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技艺传授与精神传承：校企共同体协同培养现代工匠人才的创新与实践（教学成果奖）



技艺传授与精神传承：校企共同体协同培养现代工匠人才的创新与实践（教学成果奖）



高职院校教师必须具备的六大核心能力03



教育教学能力

科研研究能力

工程实践（服务）能力

开拓创新能力

发展提升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

高职院校教师

六大核心能力

高职教育

开拓创新比勤奋踏实更重要

再获取知识能力，终身学习能力

教科研团队负责人，专业带头人、二级学院负责人
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

比勤奋更重要的是深度思考与创新思维的能力





科研工作是教师

专业发展的需要
科研工作是教学创新

的源泉，是培养创新

人才的基础

科研工作是高职

教育发展的需要

提高对高职院校科研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四、高职院校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的途径

1、提高对高职院校科研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四、高职院校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的途径
1、提高对高职院校科研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2、领导的重视（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对科研人才的重视）。

3、出台强有力的奖惩机制（与年度考核、岗聘、职称相挂钩）和竞争机制。

4、提高科研意识与信心，激发科研兴趣与动力，掌握科研的方法与思维。



科研意识 科研信心 科研兴趣 科研动力

提高科研意识与科研信心

科研方法 科研思维

掌握科研的方法与科研思维

激发科研兴趣与科研动力

四、高职院校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的途径



四、高职院校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的途径
1、提高对高职院校科研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2、领导的重视（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对科研人才的重视）。

3、出台强有力的奖惩机制（与年度考核、岗聘、职称相挂钩）和竞争机制。

4、提高科研意识与信心，激发科研兴趣与动力，掌握科研的方法与思维。

5、深入企业，产教融合，积极寻找课题。

6、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名与利的关系、吃苦与吃亏的关系、知识

与能力关系、实用与创新的关系）。

7、积极关注新技术，善于发现和找准研究热点。

8、善于学习与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和实践。

9、培养严谨踏实、勤奋刻苦的工作风，磨练坚韧不拔、永不言败的意志品德。

10、组建科研团队，积极发挥团队合作精神。



名 利 吃苦 吃亏

正确处理名与利的关系

对知识的尊重和科研付出的回报

教学 科研

科研反哺教学，相辅相成

既要能吃苦也要能吃亏

我对科研的理解

知识 能力

知识不等于能力，文凭不等于能力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曾指出，“教学没有科研做底蕴，就

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

教学是科研的“隐形动力”，如果缺乏对教学
的关注，教师可能会失去提高科研水平的机会。青
年教师既不能“浮于”教学而忽略科研，也不能“
沉于”科研而抛弃教学。

科研是教学的“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科研做支

撑，大学课堂教学就会失去“灵魂”。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https://www.baidu.com/s?wd=%E9%92%B1%E4%BC%9F%E9%95%B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uyfYmvuBPhcLmymkmWDv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4njnLnHc1rjTYPHcYn1D3Ps
https://www.baidu.com/s?wd=%E8%AF%BE%E5%A0%82%E6%95%99%E5%AD%A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uyfYmvuBPhcLmymkmWDv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4njnLnHc1rjTYPHcYn1D3Ps


科研反哺教学



积极参与学校开展的校企合作活动



积极参与学校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



我对科研工作的理解05



1、科研是提高学校知名度的重要途径。

2、科研是高水平院校（学科、专业）评审的重要指标

3、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名与利的关系、

吃苦与吃亏的关系、知识与能力关系、实用与创新的关系）。

4、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用科研反哺教学。

5、科研需要沉淀、需要积累、需要坚持、需要合作。

6、科研必须深入企业，必须关注新技术。

7、科研需要严谨踏实、勤奋刻苦的工作风，需要坚韧

不拔、永不言败的意志品德。

8、天道酬勤，但“天道不一定酬勤”，因为比勤奋更重要的

是深度思考与创新思维的能力。

我对科研工作的感悟



不会选择 不断地选择

不会选择
科研方向

不坚持选
择的科研

方向

不断地选
择科研方

向

科研的三大遗憾：不会选择科研方向；不坚持选择的科研方向；不断地选择科研方向。

人生三大遗憾：不会选择；不坚持选择；不断地选择。

不坚持选择

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坚持、需要合作。



科研需要严谨踏实、勤奋刻苦的工作风 需要坚韧不拔、永不言败的意志品德



科研研究：勤奋是必须的，但是科研仅有勤奋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比勤奋更重要的是深度思考与创新思维的能力。

天道酬勤，但“天道不一定酬勤”



1、科研是提高学校知名度的重要途径。

2、科研是高水平院校（学科、专业）评审的重要指标

3、正确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名与利的关系、吃苦与

吃亏的关系。

4、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用科研反哺教学。

5、科研需要积累、需要团队合作。

6、科研必须深入企业，必须关注新技术。

7、科研需要严谨踏实、勤奋刻苦的工作风，需要坚韧

不拔、永不言败的意志品德。

8、天道酬勤，但“天道不一定酬勤”，因为比勤奋更重要

的是深度思考与创新思维的能力。

我对科研工作的感悟

9、科研是重要而不紧急的事。

10、科研必须勇敢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人生中有四种类型的事

不重要

不紧急的事

不重要但

紧急的事

重要不

紧急的事

重要紧

急的事

科研是
重要而

不紧急的事



勇敢迈出第一步

”



第二部分 科研项目选题与申报书编写技巧



1. 政府科技计划体系简介

2.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流程

3. 科技计划项目如何选题

科研项目选题与申报书编写技巧

5. 如何准备科技项目申报材料

6. 如何编写科技项目申报书

4. 科技计划项目如何确定题目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江苏省科技计划体系

常州市科技计划体系

1. 政府科技计划体系简介



国家科技部科技计划体系



科技部科技计划体系



重 大 专 项
重大专项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

成，在一定时限内（2006-2020年）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

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确

定16个重大专项，涉及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

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国家自然基金



•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和产业化目标，解决“卡脖子”问题；

• 改革创新组织推进机制和管理模式，突出重大战略产品和产业化目标；

• 控制专项数量，与其他科技计划加强分工与衔接，避免重复投入。

◆ 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专项
◆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专项
◆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专项
◆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专项
◆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专项
◆ 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专项
◆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专项

◆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专项
◆ 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
◆ 大型飞机专项
◆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专项
◆ 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专项
◆ …

16个二级专项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

•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

•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

•大型飞机；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16个重大专项。

•涉及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973”计划 — 基础研究

“863”计划 — 具有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的高技术研究、面向和促进产业化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针对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急需解决的科技问题、集中攻克一批对产业技术升级、产业结

构调整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以及发改委、工信部管理的产业技术研

究与开发资金，农业部、 卫计委等13个部门管理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项等相关内容。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

（内容覆盖了：中小企业相关的创新基金、火炬

计划、星火计划、重点新产品、高新技术企业及工

信部、发改委相关的产业化项目）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火炬特色产业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中

心、千人计划等相关内容）

基地和人才专项

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



• “智团”创业计划

• 科技型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创新型企业培育专
项

• 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 科技信贷代偿补偿资金

科技与金融结合专
项

• 农村科技创新创业资金

• 农村与社会发展科研攻关与应用计划

产学研合作专项

科技富民惠民专项

• 国际科技合作
• 网上技术市场产学研合作项目
• 技术成果交易补助

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



国家科技部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

成功案例



面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2012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26243202586



常州市数字化设计与制造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2013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GH540566）



常州数控智能装备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与常州数控技术研究所合作承担
2012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26243202590)。



常州市半导体照明（LED）产业公共技术服务中心的建设

与常州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合作承担
2012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26243202589)。



基于RFID与WSN的无线传感型低功耗智能感应卡门锁系统的研制

与常州市邦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承担
2012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26213202147)。



大功率LED散热器基覆铜箔印制电路层压板的研制开发

与常州市超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承担
2013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C26213201849）。



江苏省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与常州先进制造研究所合作承担2013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
该平台2013年获得国家科技部60万元的立项资助，（项目编号：13C26243202147）。



常州智能装备产业集群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建设

与常州先进制造研究所合作承担
2015年国家火炬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2015GH561480 ）



支持科研基地建设和创新人才、优秀团队的科研活动，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 国家（重点）实验室
•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 国家工程实验室
•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科技部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发改委
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基地与人才专项



提升创新创业水平1

2

3

4

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弘扬创新创业文化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承办单位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基金管理中心等



什么是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和全国工商联共同举
办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并由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中心、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
中心、科技日报社和陕西省现代科技创业基金会具体
承办。

大赛采用 “ 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市场运作 ”
的模式，旨在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弘扬创新创业
文化，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促进创业与金融资
本的结合。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五届大赛。



1 什么是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2 报名条件和流程

3 大赛项目领域及流程

4 政策支持

中
国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5 大赛答辩主要内容

6 答辩要点解析



关于实施“千企千镇工程”推进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通知(发改规划[2016]
2604号)

1、聚焦重点领域。围绕产业发展和城镇功能提升两个重点，深化镇企合作。引

导企业从区域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出发，培育壮大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信息

产业、智能制造、科技教育、民俗文化传承等特色优势主导产业，扩大就业，

集聚人口。推动“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完善基础设施，扩大公共服务，

挖掘文化内涵，促进绿色发展，打造宜居宜业的环境，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和

幸福感。

2、建立信息服务平台。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建设“千企千镇

服务网”，开发企业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数据库和全国特色小（城）镇数据库，

为推动企业等社会资本与特色小（城）镇对接提供基础支撑。

3、搭建镇企合作平台。定期举办“中国特色小（城）镇发展论坛”，召开多形

式的特色小（城）镇建设交流研讨会、项目推介会等，加强企业等社会资本和

特色小（城）镇的沟通合作与互动交流。

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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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内外特色小镇产城融合建设概况

第二部分 常州产城融合与特色小镇发展现状分析

第三部分 常州特色小镇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策略研究

第四部分 常州特色小镇产城融合创建思路与路径研究

第五部分 常州未来潜力特色小镇分析

第六部分 常州特色小镇产城融合创新发展对策建议

汇报人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袁 锋

常州特色小镇产城融合创新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



江苏省科技计划体系

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

省重点研发计划（省科技支撑计划）

省重点研发计划将按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原工业计划项目）、现代农业、社会发展等三类

项目组织，重点推进前瞻性产业技术创新专项实施，着力解决事关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共性关

键技术研发及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在若干重要领域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以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和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为目标，开展产业前瞻性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和重要技

术标准的研究与开发，加强集成创新，着力攻克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培育重大目标产

品，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开展社会领域的应用研究与示范，加

强技术集成，建立科技示范工程，为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江苏省科技计划体系-江苏省科技支撑（工业计划项目）（成功案例）

项 目名 称 ：球磨机高效传动节能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大型中心传动高效节能球磨机的研制开发

承担单位：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常州科冶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2011年江苏省科技支撑（工业）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BE2011057

球磨机项目常州市申报书正式稿.doc


中心传动球磨机样机





边缘传动球磨机





中心传动球磨机三维结构图

中心传动系统的关键技术: 一是取消了周边啮合的大、小齿
轮对, 齿轮驱动的球磨机大齿轮的输入载荷非常大，其对磨机
主体结构影响明显。将传统的周边齿轮传动改为密闭式中心传
动需要新的减速设备。







江苏省科技计划体系-江苏省科技支撑（社会发展项目）成功案例

项 目名 称 ：可代替进口的数字化医用型病理组织脱水机的研制

承担单位：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市中威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2011年江苏省科技支撑（社会发展）；项目编号：BE2011657 

2011年江苏省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推进项目 ；项目编号： JHB2011-78

智能化病理组织检测系统

球磨机项目常州市申报书正式稿.doc










江苏省科技计划体系-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年成功案例）



大型精密汽车注塑模具设计制造流程



江苏省科技计划体系

创新能力建设计划项目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重大研发机构

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重大研发机构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按照

研发设施国内一流、研发水平国内一流的标准，支持行业

骨干企业建设引领产业发展、产学研紧密结合、体制机制

创新的重大研发平台；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基础性、

公益性重大研发平台。

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针对高技术产业和可持续发展领

域的重大科技问题，以应用基础、高技术研究为重点，开

展创新性研究，获取原始创新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聚集

和培养重点领域技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

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以科技资源集成开放和共建

共享为目标，通过整合、集成、优化科技资源，

提升公共技术服务能力，建设具有基础性、开放

性、专业化特点的创新服务平台，为我省科技创

新提供基础性支撑。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目

标，依托研发实力较强的骨干企业，通过产学研

合作，加强工程化研发平台建设，开展共性技术、

关键技术和系统集成研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

产业化。



江苏省科技计划体系-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成功案例）

项 目名 称 ：江苏半导体照明产品可靠性技术研发与产品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心）

申报单位： 常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国家半导体照明产品质检中心）

共建单位:   常州光电技术研究所（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常州分中心）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11年江苏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科技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项目编号： BM2011078

球磨机项目常州市申报书正式稿.doc


江苏省科技计划体系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以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与规

模产业化为目标，以企业为主体，加强产学研合作，

推动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强化引进消化吸收与再

创新，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培育高技术

新兴产业，提升高新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为优化

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供重要支撑。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将深入实施产业创新国际化行动

计划，高效配置全球创新资源，支持企业与重点国

别的产业技术研发合作，持续推动全省创新国际化

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设产业创新全球合作伙伴关

系网络。



江苏省科技计划体系-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成功案例）

项 目名 称 ：大型复杂精密汽车注塑成型模具的研发与产业化

申报企业： 常州华威亚克模具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10年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项目编号：BA2010063 

球磨机项目常州市申报书正式稿.doc






江苏省科技计划体系

软科学研究计划围绕全省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大问题，开展科学预测、评估和对策研究，以及科技发展

战略、规划、政策和科技体制改革等研究，为政府科学决

策和科技宏观管理提供研究咨询报告。

软科学研究计划

江苏省教育厅项目课题

2、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1、江苏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推进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

江苏省教科院教育规划课题设“重大课题”、“重点课

题”、“专项课题”和“立项课题”四大类。其中“重大课

题”全部有经费资助，采取招标和委托两种方式进行研究。

“重点课题”和“专项课题”包括经费资助和经费自筹两类，

“立项课题”需全部经费自筹。

江苏省高教协会课题

3、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创建于1985年，隶属于江苏省

教育厅，江苏省高教协会课题主要以教育教学改革课

题为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8E%85






主持承担省市软课题一览表（成功案例）

1、主持承担“竞争战略视野下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2006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协会“十一

五”规划课题。

2、主持承担“常州市半导体照明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2010年常州市科协软课题。

3、主持承担“常州高端制造业技术创新及核心竞争力研究”，2011年度“科学与人”常州市自然科学课题。

4、主持承担“竞争战略视野下高职院校区域性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研究”，2011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课题。

5、主持承担“常州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竞争力优势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2012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课

题。

6、主持承担“常州市3D打印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2013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课题。

7、主持承担“竞争战略视野下常州智能数控和机器人产业链竞争优势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 2014常州市

科学技术协会课题。

8、主持承担“基于 3D 打印产业融合成长的低成本创新模式研究”，2017 年江苏省软科学研究项目。

9、主持承担“常州特色小镇产城融合创新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2018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特约课题。









常州市科技计划体系

2017年常州市科技计划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培育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发展高附加值

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园区为主要内容，支持创新研发、鼓励科技合作、集聚科技

人才、促进科技惠民、强化知识产权护航，设立重点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众创、科技基础

设施、科技服务业五大计划类别，并分设12类子计划。

1、常州市重点研发计划（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2、常州市重点研发计划（工业科技支撑）项目，并轨创新创业大赛

3、常州市重点研发计划（农业科技支撑）项目

4、常州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科技支撑）项目

5、常州市重点研发计划（产学研合作）项目

6、常州市重点研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7、常州市科技成果转化培育计划项目

8、常州市科技众创计划（科技创业平台）项目

9、常州市科技众创计划（科技型创业企业孵育）项目

10、常州市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项目

11、常州市科技服务业计划（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12、常州市科技服务业计划（知识产权）项目



常州市科技计划体系





互联网+数字化音乐体感技术研发与应用



通过自主开发的控制器和发音单元，将MIDI数据转换为物理振动，通过这种震动人们不仅可以听到音乐，

而且可以感受到声音振动以及身体的反馈，可结合中医学的人体五行挤穴位理论，配合画面和环境，及手机

APP 的应用等，带给人强烈的全方位体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音乐创作能唤醒人体触觉感知力，使得人们在

视觉听觉与音乐结合的基础上，又融合了身体触觉，开创融视觉、听觉、触觉三觉合一的前沿技术。





2.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流程



阅读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选择项目

选择申报科技计划种类

确定题目（选题）
填写项目申报书

编写项目可行性报告

准备证明材料

网络申报-申报材料打印包装

申报材料提交

审视自身基本条件是否满足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流程





3. 科技计划项目如何选题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
”

——爱因斯坦(Einstein)

The mere formulation of a problem is far more essential than its solution,

which may be merely a matter of mathematical or experimental skills.



科技计划项目如何选题



科技计划项目如何选题



将当前本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
问题作为研究题目

根据自己的研究背景、专业特长
进行选题

有自己的创新点与创新成果

科技计划项目如何选题



在指导老师或者学术带头人的
协助下进行选题

从大量阅读的论文文献中进行
选题

为解决某应用问题而进行具
有很强应用背景和目标







1、积极关注国家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节能环保、新—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

2、重点关注常州重点发展“五新三高两智能”十大产业链。五新”是指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核心零
部件、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产业、新医药及生物技术；“三高”是指高端轨道交通
装备、航空装备、节能环保；“两智”是指智能制造装备和智能电网。

3、常州市十大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医药及生物技术，轨道交通、航空装备、节能环保，智能制造装备、智能电网”。

4、重点围绕常州市重点发展的15个高新技术产品群（输变电设备、现代动力及农业装备、轨道交
通装备、工程机械、行业成套设备及部件、数控机床及关键零部件、功能高分子材料、高性能金
属材料、数字视听及网络设备、新型电子元器件、软件及动漫、新能源、环保节能产品、生物及
化学创新药物、医疗器械及设备），深入相关企业寻找课题。

5、积极参与常州市“一核八园”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建设。“一核”指常州科教城，“八园”
指创意、光伏、生物医药、新能源车辆、风电、半导体照明、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功能新材料等
8大新兴产业专题园区，前四园位于新北区，后四园位于武进区，它们是常州未来城市核心竞争
力所在。

6、积极关注OLED,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三网融合、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边缘计算、AR/VR，
无人驾驶、量子通信、智能电网、锂动力电池、氢燃料电池、石墨烯、建筑节能、核能、光伏太
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兴产业项目。

重点关注国家及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立意要高，要有重大意义和研究价值。

◆选题要新，主攻方向和重点要明确。

◆课题题目及其内容应符合基础研究定位要求。

◆本单位在学术上、人才上、成果上有优势的课题。

◆有地方特色，本地优势的典型的、代表性的课题。

◆某学科、某领域有补白性质或有加强某些薄弱环节的课题。

◆要注意选新兴、边缘、交叉学科方面的综合性课题。

◆选题要适中。既不要“大而空”，也不要“小而冷”。要从自己
的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实力选题。

科技计划项目如何选题



一、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方向

数控加工技术、CAD/CAM(重点UG软件)、三维数字化建模、
数字化（虚拟）样机、逆向反求工程、3D打印技术，拓展至
制造物联技术。

我的研究与选题方向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应用



二、半导体照明（LED）技术方向

大功率LED散热技术，拓展至石墨烯散热。

我的研究与选题方向



成功案例

1、主持编制“常州市半导体照明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参与编制“武进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路线图”。

2、负责申报成功2011年江苏省科技基础计划项目“江苏省半导体照明产品研发与检测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3、与常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常州光电技术研究所共同承担了“常州市半导体照明产品可靠性技术研发与产品检测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项目（2010年常州市五大产业重点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
4、与常州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联合申报成功2012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常州市半导体照明（LED）产业公共
技术服务中心的建设”

5、与常州市超顺电子技术有限公联合申报成功2013年科技部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大功率LED散热器基覆铜箔

印制电路层压板的研制开发”项目。

6、主持的“基于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散热涂层的大功率LED金属基覆铜箔板的研制开发”科研项目荣获2017年常州市科技创新大
赛二等奖，并获得了常州市科技局工业支撑项目的科技立项，项目编号CE20170055。



主持的“大功率LED散热器基覆铜箔印制电路层压板的研制开发”科研项目
1、2010年获得“天安数码杯”常州市第二届科技创新大赛冠军。
2、2013年获得科技部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立项（项目编号：
13C26213201849）。
3、2016年该项目再次获得江苏省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

大功率LED散热技术成功案例











• 项 目名 称 ： 江苏半导体照明产品可靠性技术研发与
产品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心）

• 申 报 单 位： 常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国家半导体照明产品质检中心(筹)）

• 共 建 单 位:      常州光电技术研究所
•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常州分中心）
•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 2011年江苏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 项目编号：BM2011078

校企联合申报科研项目（成功案例）









江苏省科技计划体系-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年成功案例）





当前热点前沿科研选题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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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热点前沿科研选题关键词
一、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
物联网、移动互联、制造物联、智能驾驶、区块链、边缘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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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
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智能无人机、激光加工、3D打印

当前热点前沿科研选题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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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能源与新材料
太阳能、生物质能、新能源汽车、石墨烯、纳米材料、碳纤维

当前热点前沿科研选题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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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能减排与循环经济

当前热点前沿科研选题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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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科技创新
数字化展示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艺术与文化融合，科技与艺术融合

当前热点前沿科研选题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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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选题关键词
五、文化科技创新
数字化展示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艺术与文化融合，科技与艺术融合



数码电钢琴
钢琴传统技术与现代高科技的结合

音乐艺术与数码科技融合



音乐艺术与数码科技融合

国内著名演唱组合“玖月奇迹”
以新颖多变的舞台表演、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及反传

统性，将电子管风琴的艺术魅力展现在了全国观众眼前

，获得了广大年轻人的追捧与喜爱。
双排键电子琴（电子管风琴）



3D打印+服装设计：科技与服装设计的完美结合



基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技术的服装设计

基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技术的乱针绣



基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技术的服装陈列展示（数字化橱窗）



3D打印与数字化仿生设计

3D打印仿生机器”软“手臂 3D打印人体骨骼



3D打印与数字化仿生设计



仿生学视角下的3D打印产品数字化创新设计研究

德国公司发布3D打印仿生蚂蚁机器人德国公司发布3D打印仿生蚂蚁机器人
3D打印仿生袋鼠



仿生学视角下的3D打印产品设计塑造
3D打印技术在工业产品数字化仿生设计中的创新研究
3D打印技术与工业产品数字化仿生设计的融合创新研究

主题:如何将3D打印技术融入到工业产品的数字化仿生设计中





4. 科技项目如何确定题目名称





撰写好申请书是申请科研项目成功的关键！

无论是自然科学课题还是人文社科课题！

科研项目的评审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申请书的

质量的评审！！

选题和确定题目名称又是其中关键的关键！！！



一个好的课题（项目）的名称极为重要

1)确定一个好的课题名称---独特、新颖、真实的题目；
2)课题名称不能用口号式、结论式、疑问式句型，应以陈述式句型表述；
3)课题名称表述不能含糊笼统，应尽可能突出课题的研究内容、研究对
象、核心概念；
4)课题名称不能太长，不能出现并列式、对仗式词组，能不要的字尽量
不要，最长不应该超过30个字，一般在25个字以内。
5)核心概念最好不超过3-4个（关键词）
6)题目最好体现出三个要素：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4.科技项目如何确定课题（项目）的名称





科研项目（软课题）关键词



科研项目（软课题）关键词

1、自主可控、命运共同体、校企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中国梦、核心价值观、精准扶贫、

2、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军民融合、产教融合、文旅融合、文化科技融合、文化艺术融合、艺

术科技融合

3、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大运河、创新驱动、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共给侧改革、乡村振兴

战略、特色小镇、共享经济

4、产业创新、区域创新、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协同创新、传承创新、协同发展、众创空间

5、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3D

打印、区块链、无人驾驶、边缘计算

6、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产业学院、产业教授、课堂革命、工匠精神、现代学徒制













1、车载数字化多媒体综合系统及制造业信息化关键技术的应用与推广，2004年常州市工业科技攻关项目

2、发动机数控柔性制造系统（FMS）人机一体化工程开发与建设，2006年常州市武进区工业科技攻关项目

3、发动机制造企业(CAD/CAM/CAE/CAPP/PDM)集成系统的开发与推广，2007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推进工程项目

4、基于UG Teamcenter的数控机床全生命周期信息化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2008年常州制造业信息化项目

5、面向全市的以“甩图纸”为特征的制造业信息化培训体系建设， 2008年常州市制造业信息化项目

6、大型高速高精加工中心高可靠性数控系统的研制，2009年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7、大型复杂精密汽车注塑成型模具的研发与产业化，2010年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8、智能柔性制造单元调度仿真系统及装备的开发与研制，2010年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9、可代替进口的数字化医用型病理组织脱水机的研制，2011年江苏省社会发展计划项目

10、球磨机高效传动节能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大型中心传动球磨机的研制开发，2011年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11、基于RFID与WSN的无线传感型低功耗智能感应卡门锁系统的研制,2012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

12、大功率LED散热器基覆铜箔印制电路层压板的研制开发，2012科技部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

13、基于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散热涂层的大功率LED金属基覆铜箔板的研制开发，2017年常州市工业支撑项目

四、 科技项目如何确定课题（项目）的名称（供参考）



软课题案例（供参考）

1、竞争战略视野下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2006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协会“十一五”规划课题。

2、常州高端制造业技术创新及核心竞争力研究，2011年度“科学与人”常州市自然科学课题。

3、竞争战略视野下高职院校区域性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研究，2011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

4、常州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竞争力优势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2012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课题。

5、常州市3D打印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2013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课题。

6、竞争战略视野下常州智能数控和机器人产业链竞争优势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2014常州科学技术协会课题。

7、基于 3D 打印产业融合成长的低成本创新模式研究，2017 年江苏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

8、常州特色小镇产城融合创新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2018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特约课题。

9、融合创新视角下3D打印助推企业低成本创新模式与路径研究

10、仿生学视角下工业产品数字化仿生设计与3D打印制造融合创新研究



科研项目（软课题）申报书的编写



1、寻找合作企业或科研院所，签订合作协议

2、项目查新

3、编写申报书（项目设计任务书）

4、准备附件

（1）营业执照

（2）法人证书

（3）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4）查新报告

（5）项目信息表

（6）设计任务书摘要

（7）企业科技发展报告

（8）专利证书

（9）合作协议

（10）其他获奖证书等

5、填写申报系统

6、打印申报书（必须有科技部门水印）

7、包装装订、盖章

科技计划项目

申报关键步骤





1. 立项的背景和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3. 项目研究开发内容和技术关键

4. 项目预期目标

5. 项目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组织方式、课题分解

6. 项目计划进度安排

7. 项目现有工作基础和条件

8. 项目经费预算

为什么？

有什么？

安排钱？

会怎样？

怎样做？

何时做？

已经有？

做什么？

科研项目申报书编写技巧（科技支撑项目实战案例）



一、立项依据
1、本项目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概况和最新发展趋势
1）近5-10年的技术进展情况

2）综合分析存在问题和提出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3）本项目的特点和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应用问题等
4)本项目与国内外同类先进技术、产品的比较

5）参考文献

2、本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突出说明对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 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 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 技术上是否填补国内、省内空白

• 是否对同行业企业、对本地区企业等具有示范、推动作用

解决了社会发展某个领域的共性问题、关键问题，示范作用



3、本项目研究现有起点科技水平及已存在的知识产权情况（附查新报告）

1）已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小试、中试、工程化

2）技术成熟度：包括采用的现有成熟关键技术，已攻克的关键技术，待研究的关键技术

3）鉴定成果、专利、实验报告、检测报告、用户报告

4）查新报告结论

4、本项目研究国内外竞争情况及产业化前景
1）技术水平（国内外比较）

2）本项目技术特征和竞争能力（技术、成本、市场角度论述）

3）推广的价值（产业结构、产业链、突破与发展）

4）产业化前景（市场容量、可占市场比例等）



二、研究内容

1、具体研究开发内容和要重点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1）具体研究开发内容（要具体）

产品结构设计分析、制备方法、工艺技术、生产装备

（2）要重点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涉及的关键技术、关键问题要说明清楚

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如何表征？难点在哪里？采用什么手段（检测仪器与设备等），解决方
法

2、项目的特色和创新之处

描述项目的理论创新、工艺创新、技术创新、结构创新、应用创新等方面的创新点

要用技术语言，尽可能多的用实验数据对技术创新性进行描述，要有数据分析、对比，要有新
旧技术、结构或工艺对比

如研制开发新型的装置或应用了什么技术，提高了寿命，降低了消耗、电耗噪音, 提高了生产率。



3、要达到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社会、经济效益（中心传动球磨机案例）

（1）具体技术指标

1）型号：ø2400×6000 mm

2）电机功率：280KW

3）装球量:28吨

4）介质装入量：12.5吨

5）筒体转速21r/min

6）进料粒度<25mm,

7）出料粒度:0.074～0.4mm

8）自重:55吨

（2）经济指标、效益

本项目完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实现年利税150万元.

目前, 我国水泥行业有各种球磨机约5万台, 加上矿山，冶金，发电，陶瓷等行业，我国各种球磨机的总台套数约15万台，

若有1 ％即1500台老式球磨机( 以直径2.4米、长6米球磨机为计算基础)得到更新改造 , 则每年可节电6.9亿千瓦时, 折合

电费3.145亿元人民币, 节水3000万吨, 节约润滑油6000吨,节约巴氏合金300吨。

（3）社会效益

球磨机是水泥、矿山、冶金、发电、陶瓷等行业必不可少的设备，是我国工业领域节能减排的重点和难点，其节能减排

效果对完成我国节能目标、工业可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

因此，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中心传动高效节能球磨机，不仅可以打破国外厂商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提高我国

矿山机械自主开发、科技创新水平，同时对于我国节能减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标：用XXXXX生产XXXXX发动机曲轴，填补国内大
吨位空白，替代进口。
内容：（1）研究XXXXX曲轴的XXXXX工艺

（2）研究XXXXX曲轴的机械加工工艺
（3）研究XXXXX曲轴的热处理和表面强化工艺
（4）完成对产品图纸、标准、技术说明等

关键：（1）XXXXX曲轴毛坯的XXXXXX工艺技术
（2）斜油孔的一次性加工技术
（3）曲轴中频感应淬火技术
（4）曲轴主轴颈及连杆轴颈研磨技术

写明项目的

1. 研究目标
2. 研究内容
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4. 创新点
5. 预期成果

要充分反映
项目特色和
创新点。



写明项目的

1. 充分（内容足够多，且在规定期限内能完成）

2. 实在（有量化指标，内容可查，可测）

1. 说明技术要点
2. 说明主要指标

研究内容要具体化
项目内容要充实

创新点1：自主研发了XXXXXXX曲轴毛坯的XXXXX工艺技术。
创新点2：提出了一次装夹实现曲轴多角度斜油孔加工的新方法。
创新点3：提出了一次装夹实现对曲轴所有轴颈进行研磨的加工方法。

预计成果：
1、项目完成时解决的关键技术
2、项目完成时达到的技术指标
3、项目实现的质量标准类型
4、企业新获得的相关证书：质量认证体系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证书；行业
许可证书；专利证书技术；产品鉴定证书

突出写明项目关键技术和创新点，创新实质是什么（例
如是原理创新、结构创新、应用创新等）；一般写3个左
右创新点。创新点一般模式为：自主研发了**技术，实现
了**，解决了**问题。



三、研究试验方法及技术路线（工艺路线）

1、研究试验方法
依据什么原理、试验手段、试验设备、仪器保障

2、技术路线

3、开发设计流程



技术路线是指进行研究的具体程序的操作步骤，可以使用流
程图或示意图加以说明，以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是
否

否
是

满足X（X吨到X吨之间）X发动机用要求的X曲轴

市场相关内容调查

产品分析

技术方案分析评价

XX曲轴材料及加工工艺研究

评价合格

测试合格

用户试用

鉴定及验收

批量生产

小批量生产

对合格的方案进行改进，拟定技术方案和施工方案

投放市场

如何写？



技术路线是指进行研究的具体程序的操作步骤，可以使用流
程图或示意图加以说明，以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如何写？



如何写？



说明单位财务、经济和管理情况对实施本项目的支撑能力。
提供经费配套承诺的申报单位要提供上年末总资产、总负债、
销售收入、利税等财务数据

性质
人员
资产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包括单位

申报单位研究开发能力：
研究开发人员
设备、资金投入
主要成果和自有知识产权状况

申报单位财务、经济状况：

如何写？

要突出本企业已有的前期研究基础，从人员、资金、技术、管
理等方面都已具有承担和完成本项目的能力。当然企业在行业中
的地位可以视情况突出。另外项目负责人简历及主要承担人员简
介，重点介绍与本项目相关的技术经历。



四、现有研究条件和工作基础

1、承担单位概况（人员、资产、业务与管理状况），拥有知识产权状况（包括本项目已有知识产权状况）

突出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2、本项目现有的研究工作基础（包括与本项目研究有关的主要论文、专著情况，小试成果情况，现有装备条件等）

3、项目负责人以往承担国家、省级和市级等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完成情况
（立项年度、项目编号、项目名称、计划类别、完成时间、完成效果）

4、项目实施具备的人才队伍、经费配套投入能力及科技服务管理能力
（1）人才队伍

（2）经费配套能力

（3）科技服务能力管理能力

5、本项目实施可能对环境的影响及预防治理方案



五、项目研究预期成果及效益

1）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可量化的主要技术指标、经济指标

2）经济效益

根据产品的成本和市场分析，预测本项目产品进入市场的单位销售价格，并编制该项目3或5年的盈利预测，包括收入预测、成本

预测、利润预测。

3）社会效益

应强调项目对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对本地区产业带动作用；项目对地方人员就业增加情况；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分析等。

4）市场前景

本项目技术转让的前景和产业化后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预测。

5）本项目预期可获取的自主知识产权情况，包括专利、论文等。

六、承担项目单位及分工

七、计划进度安排与考核指标



1、经费筹集情况

（1）项目总投入

（2）已投入经费

（3）新增经费

2、新增经费预算

（1）人员费

（2）设备购置费

（3）相关业务费

（4）能源材料费

（5）测试及化验费

（6）资料、印刷费

（7）试制及外协费

（8）会议差旅费

（9）配套基建费

（10）项目管理费 其他费用（市场推广费）

主要仪器设备及价格清单另附

经费概算
及来源



五、科研项目申报书编写技巧（实战案例）



五、科研项目申报书编写技巧（实战案例）



科研项目申报书编写技巧



科研项目申报书编写技巧（软课题申报书实战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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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career planning)又叫职业生涯
设计，是个人对所从事的职业进行自我计划和管理
的过程。具体来说，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根据主
体优势、能力水平、兴趣爱好和职业倾向等，结合
时代特点、制约因素和机遇条件，为自己确立最佳
的职业奋斗目标，并根据目标有效选择职业道路，
确定教育、培训和发展计划，确定行动方向、行动
时间和行动顺序的过程。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人格类型职业匹配”理论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教
授、著名的职业指导专家霍兰德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
其基本思想是：职业选择是个人人格（包括价值观、动机
和需要等）的反映和延伸，人格是决定一个人选择何种职
业的重要因素，个人在适宜自己人格的职业环境中可以充
分施展技能和能力，表达态度和价值观，并且能够完成使命。
该理论的实质在于择业者的人格特点要与将选择从事的职

业类型相适应。霍兰德将个体的人格分为六种类型：现实
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传统型；相应地，
职业也分为六种类型：现实型、调查研究型、艺术型、社
会型、开拓型、常规型。

霍兰德的“人格类型—职业匹配”理论



孔子根据其亲身经历，将人生十年作为一个阶段。
孔子(《论语为政篇》: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

基本含义是:三十岁确立人生目标，四十岁就不会困
惑了，五十岁就会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
较客观地了解自己。孔子的观点对以后的学者研究职业
生涯管理和人们实践职业生涯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孔子的职业生涯阶段划分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大学教师生命周期曲线理论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科技兴则学校兴，科技强则专业强。



汇报完毕 谢谢！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袁锋

13701596639，信箱84474994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