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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 

“十三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实施方案 



编制过程 

编制依据 

主要内容 

汇报内容 



第一部分 

编制过程 



局务会多次讨论修改 

科技规划 

实施方案评议稿 

国家战略、部委规划 创新工程、研究所需求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实施方案审议稿 

实施方案发布 

请示院领导，征求国合局、转化局意
见，补充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内容 

提交第八届院学术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评议，修改完善 

征求各研究所、院机关各部门意见，
局长办公会等多次讨论，补充完善 

10月30日，经第10次院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 



第二部分 

编制依据 



立足国家、院所需求 

      衔接国家战略和规划中提出的战略任务：建设“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世界一流

科研院所”、“在若干优势领域形成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世界

级科学研究中心”。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部委规划等 

       提出我院科技规划实施要求：进一步明确和量化我院
“十三五”科技发展的目标、任务及措施，更加突出五大
发展理念，更加凸显农业科研国家队的使命和责任，更加
聚焦顶天立地和重点跨越 

       出发点：实施方案遵循“十三五”科技规划，结合创新
工程“十三五”发展规划、研究所重点发展方向，对全院科
技创新工作进行系统设计和全面布署 



科技规划的 
重点任务 

学科布局 

卓越团队 

协同创新 

科技平台 

先分后合，突出重点 

机制创新 

细化分解 

学科高地                        34个科学（技术）中心 
学科新增长点         新兴、特色学科领域，重点技术方向 
学科力量布局                 6个公共和区域研究中心 
学科发展重点                     若干重点科研任务 

依托研究所、团队的
若干项具体重点任务 

统筹整合 

3类卓越团队的 
主要培育领域 

   国际知名创新团队38个 
   国内领先创新团队104个 
   行业特色创新团队31个 

基础和前沿领域 
产业核心关键技术 
区域发展综合解决方案 
农业基础性长期性工作 

     若干协同创新任务 

各类重点科技平台体系   若干提升运管、 
  推动建设的科技平台 

科研组织、科技评价、 
联盟协同、转化激励、 
资源共享 

   若干实施保障举措 

实施方案 
重点任务 

科
学
（
技
术
）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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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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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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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实施方案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总体框架 

目  录 核心内容 

编制说明：贯彻国家战略，衔接国家、部委规划 前   言 

一、编制思路 总体思路—编制原则—技术路线 

二、实施目标 
总体目标—具体目标：科学（技术）中心、世界一
流院所、卓越团队、科技平台、科技产出等 

三、实施重点 建设农业科学（技术）中心、公共和区域研
究中心、世界一流现代科研院所 

五、实施保障 
实施五大计划，创新运管机制，优化配置资源，
开展实施评价，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宣传贯彻，    
加强责任监督 

四、实施进度 组织实施进度安排：宣贯解读、遴选评价 
                              中期检查、全面总结 



一、编制思路——  一体化布局 

科学中心 

  发展目标：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现代农业科研院所 

3个面向： 
•国际科技前沿 
•国家重大需求 
•经济建设主战场 
2个导向： 
需求和问题 
5大发展理念 

统筹各类项目资源： 

•创新工程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国家主体科技计划等 

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落实“五大计划” 

总体布署：顶天立地，重点跨越，协同创新，科学评价 



一、编制思路—— 四条主线 

创新团队 

平台设施 

创新工程 

协同创新 

国家计划 

卓越团队 

优势学科 

核心平台 

重点任务 

世
界
一
流
现
代
农
业
科
研
院
所 

学
科
高
地     

科
学
中
心 

培育、引进 

优化布局 

提升、新建 

凝炼、统筹 

核心支撑 

引领带动 

支撑共享 

主导主持 

N 个现代研究所 

取得重要成果 

学 
科 
体 
系 

国内外学术交
流活跃 

建立现代院所 
制度 

N 个现代研究所 

N 个现代研究所 

科技计划支撑 

探索机制创新 

现有基础 建设、培育 
2016 2018 2020 

巩固、提升 

实行科学评价 
突出重点 

       四条主线分别对应规划中的“4+1”重点任务： 
学科布局、卓越团队、重大平台、协同创新、机制创新； 
       每条实施路线均具有目标、有支撑、有依据、有要求，
任务细化、责任具体。 



一、编制思路—— 一体化布局 

科学（技术）中心： 

• 通过卓越团队、核心

平台、重点任务等各

类资源统筹推动 

世界一流院所： 

• 一流创新能力建设、 

• 现代院所制度建设、 

• 院所创新文化建设 

整体发展：优势学科—卓越团队—重点任务—核心平台 



一、编制思路——基本原则 

 
 
 

目标导向
顶层设计 

 
 
 

需求导向

突出重点 

 
 
 

双轮驱动

强化激励 

 
 
 

细化任务

明确责任 

统筹资源配置 

统筹组织管理 

统筹速度与效率 

增强使命意识， 

支持优势领域率先
取得突破 

体制改革与科技创新协同推进 

引入第三方评价 

科学分析运用评价结果 

以创新团队为基础、
研究所为责任主体、
院里统筹协调 



二、实施目标 

总体目标：四个转变 

• 科技创新：由点的突破向整体提升转变 

• 科技产出：由数量增长向量质双升转变 

• 科技评价：由定量评价向分类评价转变 

• 科研管理：由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 

具体目标： 

• 建设34个科学中心 

• 建设16个一流院所 

• 培育173个卓越团队 

• 推动全院科研平台提质升级 

• 推动重大科研产出量质双升 



二、实施目标——拟建科学（技术）中心的组建依据 

我院学科领域 

优势学科领域 

符合“规划--参照坐标” 的重
点优势学科领域（详见规划） 

24个国家级科学技术中心 

满足基本条件： 

• 已有或有望拥有国家重大科

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际合作的重大科技设施 

• 国际知名同行专家开展交流

与合作 

满足基本条件： 
• 已有或有望拥有国家工程中

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农业
部学科群重点实验室等重大
科学设施或综合试验基地 

• 主持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10个世界级科学中心 



二、实施目标——拟培育卓越团队的初选依据 

我院创新团队 

规划中重点学科领域的
创新团队 

• 卓越团队的参照坐标 

• 创新团队创新能力评估排名：论文综合学术影响力排名第一和第

二梯队的团队、专利质量排名第一梯队的团队 

• 科技创新工程试点期自评估结果 

• 科技创新工程创新团队入选批次 

• 专家判断：根据团队学术影响力、产业贡献、行业影响 

拟培育国际知名创新团队38个、拟培育国内领先创新团队
104个、拟培育行业特色创新团队31个 

按照领域符合、梯队优先、
业绩突出、知名度高原则 初选依据： 



二、实施目标——拟建世界一流院所的初选依据 

研究所评价 

发展实力前15位 
研究所评价 

人均实力前15位 创新工程试点期绩
效考评前15位 

2013 2014 2015 2013 2014 2015 

作科所 作科所 作科所 作科所 植保所 植保所 植保所 

植保所 植保所 植保所 资划所 作科所 作科所 哈兽研 

资划所 哈兽研 资划所 植保所 资划所 资划所 资划所 

哈兽研 资划所 哈兽研 油料所 油料所 质标所 油料所 

水稻所 水稻所 牧医所 饲料所 饲料所 饲料所 蔬菜所 

牧医所 牧医所 蔬菜所 蔬菜所 蔬菜所 蔬菜所 牧医所 

油料所 油料所 水稻所 生物所 生物所 生物所 作科所 

兰兽研 棉花所 加工所 上兽研 上兽研 上兽研 环发所 

蔬菜所 加工所 油料所 农经所 农经所 牧医所 加工所 

环发所 蔬菜所 棉花所 牧医所 牧医所 蜜蜂所 生物所 

棉花所 兰兽研 兰兽研 兰兽研 兰兽研 兰兽研 饲料所 

加工所 生物所 生物所 加工所 加工所 加工所 环保所 

生物所 环发所 环发所 环发所 环发所 环发所 麻类所 

茶叶所 特产所 兰牧药 哈兽研 哈兽研 环保所 南农机 

饲料所 饲料所 茶叶所 茶叶所 茶叶所 茶叶所 水稻所 

7次评价结果，3次及以上进入前15位的研究所共16个：

作科所、植保所、蔬菜所、环发所、牧医所、饲料所 

加工所、生物所、资划所、水稻所、棉花所、油料所 

茶叶所、哈兽研、兰兽研、上兽研 



三、实施重点——农业科学（技术）中心 

序  号 类  型 世界级农业科学中心 

1 

重点建设 

作物种质资源与基因改良科学中心 

2 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心 

3 水稻生物学与遗传育种科学中心 

4 预防兽医学科学中心 

5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中心 

6 棉花生物学与遗传育种科学中心 

7 

培育建设 

油料生物学与遗传育种科学中心 

8 蔬菜生物学与遗传育种科学中心 

9 农业基因大数据科学中心 

10 食品与营养学科学中心 



三、实施重点——农业科学（技术）中心 

国家级农业科学技术中心 

1 农作物分子育种科学技术中心 13 土壤肥料科学技术中心 

2 农作物转基因育种科学技术中心 14 农业气象与气候变化科学技术中心 

3 作物耕作与栽培科学技术中心 15 农业环境与修复科学技术中心 

4 果树育种与栽培科学技术中心 16 设施环境工程科学技术中心 

5 茶树育种与加工科学技术中心 17 农业微生物资源与利用科学技术中心 

6 畜禽实验动物科学技术中心 18 智慧农业科学技术中心 

7 动物资源与育种科学技术中心 19 草牧业科学技术中心 

8 动物疫病诊断科学技术中心 20 农业科技服务云平台科学技术中心 

9 中兽医与兽药研制科学技术中心 21 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学技术中心 

10 特种动植物资源与利用科学技术中心 22 农业装备科学技术中心 

11 蜜蜂遗传育种与授粉科学技术中心 23 沼气工程科学技术中心 

12 节水农业科学技术中心 24 农业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科学技术中心 



三、实施重点（1）——农业科学（技术）中心 

科学问题/国家需求/
重点方向 

• 明确发展定位及
目标 

主要科研任务 

• 国家主体科研计划、科技创新
工程、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支
持领域、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协同创新任务 

拟培育卓越团队 

• 国际知名 

• 国内领先 

• 行业特色 

依托平台 

• 立足世界级农业科学中心、国
家级农业科学技术中心，推动
新建或提升科技平台支撑能力 



三、实施重点（1）——农业科学（技术）中心 

学科新增长点 

• 新兴交叉学科 

• 做精重点技术研发方向 

• 需培强的传统特色学科 

依托单位 

• 承担科研任务、卓越团队
及科技平台的研究所 

领衔科学家 

• 2017年遴选 

预期重大产出 

• 提升创新能力 

• 解决产业需求 



三、实施重点（2）——公共和区域研究平台 

农业生物资源中心 

作物繁育研究中心 

农业基因组研究中心 

农业综合大数据集成服务中心 

西部农业研究中心 

基础公共研究平台 

黄河三角洲
现代农业工
程技术研究
院（中心） 

区域性综合研究基地 



三、实施重点（3）——世界一流现代科研院所 

建设一流

创新能力 

建立现代

院所制度 

建设院所

创新文化 

• 配合科学中心建设、实施五大计划 

• 人事、财务、
绩效评价等制
度 

• 学术诚信管
理体系、创新
文化氛围 



四、实施进度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科技规划编制及发布 

实施方案编制及发布 

实施方案宣传解读， 

督促各单位落实责任分工 

制定评价体系， 

开展第三方遴选评价 

开展中期检查督导， 

提出支持重点的调整意见 

委托第三方机构， 

开展全面综合评价 

总结做法、成效、经验， 

编制“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 



五、实施保障 

统筹现有经费渠道，高效支撑规划任务实施 

科研管理、科技评价、联盟协同、转化激
励、资源共享机制创新 

院自主经费的80%以上面向科学（技术）中心、一
流院所，支持卓越团队的经费高于一般团队的50% 

制定评价体系，依据评价结果及时调配资源 

成立规划实施领导小组，加强组织协调 

采取多种形式面向院内外广泛宣传 

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强化实施跟踪督导 

（一）实施五大计划 

（二）创新运管机制 

（三）优化配置资源 

（四）开展实施评价 

（五）加强组织领导 

（六）加强宣传贯彻 

（七）落实责任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