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人才计划”团队申报领域 

分类指导目录编制说明 
 

（2017 年度） 

 

一、编制背景与过程 

2014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粤发〔2014〕12 号），

确定组织实施省重大科技专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经济

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当前，我省重大科技专项重点聚

焦并力争突破计算与通信集成芯片、移动互联关键技术与器

件、云计算与大数据管理技术、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无人智能技术、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电池与动力系统、

精准医学与干细胞、增材制造（3D 打印）技术等重点领域关

键核心技术，抢占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制高

点。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定要求，“珠江人才计划”的

组织实施将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紧密围绕省重大科技专项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着力引进

一批高层次优秀的创新创业团队，扶持一批由本土高端人才

领衔的创新科研团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重大科

技成果转化，建设重大科研基地和平台，有效提升我省自主

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为广东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现“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目标提供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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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人才支撑。 

团队申报领域分类指导目录参考借鉴《“十三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

务指导目录》（2016 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目

录》（2016 版）及《广东省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部署加快培

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重点发展领域的分类，分

为八大领域和若干二级目录,并根据《2017 年度广东省重大

科技专项申报指南》专题内容调整重点引才产业领域方向，

将申报中容易出现交叉申报的专业领域进行科学合理归类，

力求指导目录符合团队申报评审需求、覆盖面广、科学性好、

操作性强，为团队组织评审及后期管理奠定良好工作基础。 

二、主要原则 

(一) 同质性兼顾产业完整性原则 

领域分类的每一个类别所包括内容是具有相同性质的

活动，即所有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活动归入同一个类别。省重

大科技专项重点任务兼顾产业完整性，若某一类别中加入该

产业后的完整性有所改进，则按同质性原则尽可能归入某一

领域单列二级目录。 

（二）唯一性兼顾交叉性原则 

本目录对因学科交叉、产品多重属性或产业链融合产生

的重复内容，主要遵循核心技术侧重领域、产品主要用途和

产业完整性进行唯一性归类。领域分类中每一项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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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原则上只能归入八个领域的某一个类别，不得重复。领

域交叉时先选择核心技术侧重的某个领域，再选择注明交叉

领域及二级目录，但以先选择的领域类别作为申报评审的依

据。 

三、编制内容  

《目录》下设 8个一级门类，56个二级大类，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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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珠江人才计划”团队申报领域分类指导目录 
 

说明：评审以第一领域选项进行，领域交叉时请选择核

心技术侧重的领域及专业。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一类（领域代码：X1） 

01 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互联网+ 

02 通信技术（包括可见光通信、通信网络、光传输、卫

星通信、移动通信、水下通信、宽带通信、微波通信） 

03 软件（含应用软件、新型软件及智能系统、医学软件） 

04 信息安全技术 

05 云计算与大数据（含医学大数据） 

06 广播影视技术 

07 其他（请具体说明）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二类（领域代码：X2） 

01 物联网、 传感器网络、移动感知技术 

02 微电子技术（包括集成电路、芯片、传感、探测） 

03 计算机产品（包括网络终端、信息终端、电子设备） 

04 新型电子元器件 

05 其他（请具体说明） 

三、高端装备与先进制造（领域代码：G） 

01 机器人技术（包括智能机器人、工业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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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无人智能技术 

03 增材制造（3D打印）技术、半导体器件印刷技术 

04 先进制造工艺与装备（包括先进制造系统及数控加

工技术、关键智能基础零部件，LED 装备、高端农机装备等

重大智能制造成套装备） 

05 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系统 

06 高性能及智能化仪器仪表 

07 航天航空技术 

08 轨道交通装备 

09 海洋工程装备 

10 大科学装置 

11 汽车行业相关技术（不含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技术） 

12 新型机械（机械基础件及模具技术） 

13 工业设计及数字化设计 

14 其他（请具体说明） 

四、生物技术与新医疗（领域代码：S） 

01 新型生物治疗和预防技术 

02 精准医学（含基因检测、诊断试剂） 

03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04 医疗仪器和设备    

05 轻工和化工生物技术（包括食品安全技术） 

06 农业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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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其他（请具体说明） 

五、创新药物（领域代码：Y） 

01 中药及天然药物 

02 化学药 

03 生物制药 

04 药物新剂型及制剂创制技术 

05 其他（请具体说明） 

六、新材料（领域代码：C） 

01 半导体材料 

02 显示材料 

03 电子材料 

04 金属材料（含特种金属功能材料） 

05 无机非金属材料 

06 高分子材料 

07 精细和专用化学品 

08 生物医用材料 

09 复合材料 

10 其他（请具体说明） 

七、新能源与节能（领域代码：N） 

01 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

地热能、海洋能及运动能等） 

02 核能及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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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新型高效能量转化与储存技术（包括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技术等） 

04 高效节能技术 

05 其他（请具体说明） 

八、资源与环境（领域代码：Z） 

01 水污染控制与水资源利用技术 

02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03 固体废弃物处置与综合利用 

04 物理性污染防治技术 

05 环境监测技术 

06 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技术 

07 清洁生产技术 

08 其他（请具体说明） 

 

-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