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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重大专项 

项 目 建 议 书 

 

 

 

 

 

 

 

专 项 名 称 ： 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 

项 目 名 称 ：  

提 交 单 位 ：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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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二、研究内容（不超过 500 字） 

基于国产化功能器件，研发高速高精高刚高可靠性五轴联动

数控机床。（关键技术研究一句话概括） 

研究内容包括：1.研究机理……。2.研究技术……。3.开发器

件……。4.研发装置……。5.研究测试技术……。 

三、项目创新意义与重要性（不超过 800 字） 

解决……重大问题；突破……卡脖子技术；补齐短板，缩小

差距；替代进口，打破垄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突破瓶颈，

实现产业化；颠覆体系，引领市场…… 

说明：是否卡脖子？是否未来方向？主要应用在哪？市场规模价值？广东产业及技术情况？

为什么要研究？不研究有什么不好？有无政策、规划等文件依据或战略布局？ 

四、预期标志性成果与效益（不超过 1000 字） 

（一）预期产生的标志性成果。 

1.研制……部件，开发……系统，建立……示范； 

2.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国内领先。 

3.技术就绪度实现从 X 级提升到 X 级。 

4.影响产业……发展，产生……经济效益； 

6.自主知识产权……。 

7.建立新体系，培养人才，带动产业链……。 

（二）技术分析与研判。 

1.该领域、该技术国内外发展现状、最优水平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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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项目目标指标与国内外领先水平对标情况。 

指标 国外现状 国内现状 项目预期 

XX1 …… …… …… 

    

 

五、主要目标及指标（300 字） 

对应第二点“研究内容”，提出科学、量化的指标。 

1.形成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装备…… 

2.密度、效率、速度……（技术指标） 

3.XX 技术实现首创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发表高水平论文，申请专利，制定标准……（学术、知识产

权指标） 

5.在不少于 X 个高端领域推广应用，销量 XX 台套……（应

用与产业化指标） 

六、可承接单位及该领域专家 

列举该专业领域的优势企业、高校、研发机构等团队及专

家。 

（一）可承接单位（3 家以上，可形成竞争申报）。 

单位名称 简介 核心研发团队 

单位 1 

（单位的年产销规模、研发

投入、研发人员数量、平台

载体情况、科研项目经历、

已有研究基础等简介） 

（单位核心研发团队

负责人的年龄、性

别、学术水平、主要

科研业绩等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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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2 …… ……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申报数量不足 3 家的研究项目，不进行评审立项） 

 

（二）该领域专家（4～6 人）。 

省外：1.XX 集团有限公司，王五，技术总监。2.…… 

省内：1.XX 单位，张三，中组部千人。2.…… 

七、实施计划与经费概算 

项目总投入 X 万元，A 公司自筹 X 万元，B 园区支持 X 万

元，C 单位拟融资 X 万元，D 政府拟配套 X 万元；申请省财政经

费 X 万元。 

八、可行性与风险分析 

1.需求明确，技术路线可行性高…… 

2.团队很强，整合一流资源，为行业内公认的一流团队…… 

3.企业实力强，配套资金充裕…… 

4.已完成小试，样品数据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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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1.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面向产业发展重大需求以及“卡脖子”技

术，按照“需求导向、立足长远、瞄准高端、精准发力”的总体思路，以

攻克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重大装备为目标，以产出引领性、标志性的

科研成果为方向，强化“四链融合”和系统部署，着力加强重点领域技术

研发，力争突破一批前沿性、引领性技术，取得一批产业带动性强、技术

自主可控的重大原创科技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主导制（修）订一批国

家、行业标准乃至国际标准，在若干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广东优势的技术体系和机制，大幅提高核心关键零部件和重大装备的

自给率，扭转“缺芯少核”的不利局面，为广东构建产业竞争新优势、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科技支撑。 

2. “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重大专项的基本要求是： 

① 每个专项年度设置 10～15 个科研项目，每项省财政支持 1000～

3000 万元。 

    ②项目实施周期 3 年，单个项目参研单位总数不超过 5 个。 

    ③项目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鼓励企业牵头申报。（企业牵头，自筹

经费不低于总投入 70%；院所牵头，自筹经费不低于总投入 50%） 

3.对于省级重大科技专项，部分地市有相应政策给予配套支持。 

4.以申报单位身份提出的项目建议，要求对照申报书和答辩评审的要

求，客观、准确填写所有内容。以应用单位身份提出的项目需求，重点描

述迫切需要产业链上、下游解决的技术问题，考虑以“揭榜”制方式设置悬

赏式后补助项目。 

5.相关的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仅做参考）： 

①智能制造装备：可靠性保持技术、智能运维技术、智能型数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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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高精度高可靠丝杠及导轨、电主轴、刀具、转台、摆头、轴承、高精

度五轴机床、3C、汽车、家电重大成套装备等智能制造领域关键技术、零

部件和系统装备。 

②高端运载装备：地铁、高铁、运载火箭、天地往返飞行器、民用飞

机、客滚船、极地船等高端运载装备领域关键技术、零部件和系统装备。 

③海洋空天装备：大型港口工程装备、大型深水海洋工程装备、航空

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智能卫星、北斗机载设备、先进遥感、导航授时、临

空探测、空天信息服务等海洋空天领域关键技术、零部件和系统装备。 

④高端工程装备：大型盾构机、大块度滚石障碍物快速破障装备、油

气开采封井器等高端工程装备领域关键技术、零部件和系统装备。 

⑤机器人前沿技术：机器人仿生感知与认知技术、电子皮肤技术、机

器人生机电融合技术、人机自然交互技术、情感识别技术、技能学习与发

育进化技术、材料结构功能一体化技术、微纳操作技术、软体机器人技

术、仿生机器人、足式机器人、机器人集群技术等。 

⑥机器人共性关键技术：机器人系统开发技术、机器人模块化与重构

技术、机器人操作系统技术、机器人轻量化设计技术、信息感知与导航技

术、多任务规划与智能控制技术、人机交互与自主编程技术、机器人云-边

-端技术、机器人安全性与可靠性技术、快速标定与精度维护技术、多机器

人协同作业技术、机器人自诊断技术等。 

⑦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高性能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系统、智

能控制器、智能一体化关节、新型传感器、智能末端执行器等。 

⑧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示范：面向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农业

等行业，以及家庭服务、公共服务、医疗健康、养老助残、特殊环境作业

等领域需求，推进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无人机、无人

船的研制及应用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