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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四五”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实施展望

张 凯 陈彦宾 张 昭 杨礼胜*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北京 100122）

摘要：病虫害防控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构建区域一体化、技术绿色化的农林草业重

大病虫害精准监测预警和全程防控综合技术体系，“十四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设立了“重大

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与示范”重点专项。此专项以保障农林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林

生态安全为根本目标，以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柑橘黄龙病菌 Liberbacter asianticum、

松材线虫 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东亚飞蝗 Locusta migratoria manilensis 等农作物和森林草原

重大病虫害防控科技创新为首要任务，旨在建立覆盖全国的农林草业重大病虫害精准监测预警网

络，系统揭示重大病虫害区域性灾变机理，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该文综述了该专

项的研发背景、专项定位、研究内容、任务布局、实施机制、政策保障，以期为植物保护领域相关科研

人员、推广机构、政府部门、技术用户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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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s for integrated control of major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during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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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rol of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For

constructing the regional-integrated and green-technology based systems for precise and accurate moni‐

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and whole process control of the major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agricul‐

ture, forestry and grass industry, a special key project for R&D and Demonstration of Techniques for In‐

tegra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was established in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With the ultimate goal to ensure the production safe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gri‐

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securit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his specific funding

takes innovations in technology for integrated control of the fall armyworm Spodoptera frugiperda, the

pathogen of citrus Huanglongbing Liberbacter asianticum, pine nematode 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

oriental migratory locust Locusta migratoria manilensis and other major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as the

first priority. It aims to establish a nationwide network for accurat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of ma‐

jor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grass industry,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re‐

gional disasters of major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systematically,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techno‐

logical supports for the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background for establishment of this fund, its specific positioning, research contents, task layout, imple‐

mentation mechanisms, and policy guarantee, hop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extension

agencie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echnical users in the field of pla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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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控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保障农林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林生态安

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重大病虫害包括国内发生和

外来入侵生物两大类群，涵盖真菌、细菌、病毒、线

虫、昆虫、杂草、害鼠等生物种类，具有暴发突然、流

行快速、危害严重、控制较难等特点。《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明确要求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为底线，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体系”、“加强外来物种管控”。在《生物安

全法》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中，也将植物疫情

监测防控科技支撑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明确要

加强病虫害监测与防治的科技支撑。为构建区域一

体化、技术绿色化的农林草业重大病虫害精准监测

预警和全程防控综合技术体系，为农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十四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设立了“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与示范”重

点专项。

本文综述了“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与

示范”专项的研发背景、专项定位、研究内容、任务布

局、实施机制、政策保障，以期为植物保护领域相关

科研人员、推广机构、政府部门、技术用户等提供参

考，从而有效发挥“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

与示范”专项在支撑我国农林草业绿色发展中的战

略作用。

1 研发背景和专项定位

1.1 战略意义

1.1.1 病虫害是国家农林生产安全的重大威胁

一是病虫害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我

国重大病虫害频繁暴发、连年发生，灾害持续不断，

对农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

frugiperda 于 2019 年入侵我国并不断扩散，已蔓延

到27个省市区，为害玉米、高粱等20余种作物，严重

威胁农业安全生产（姜玉英等，2019）。小麦赤霉病

在我国年均发生面积已超过567万hm2，占全国小麦

总面积的 1/4，大流行年份重病区发病率超过 50%，

减产达20%以上（曾娟和姜玉英，2013）。柑橘黄龙

病等检疫性病虫害不断蔓延，对果树产业构成重大

威胁（Canales et al.，2016）。二是病虫害成为制约经

济林生产的重大因素。林业病虫害已成为威胁森林

资源安全和经济林产业持续发展的重大灾害。近

年来，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持续保持高位，对林

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松材线虫病年发生面积

133 万 hm2，累计造成 6 亿多株松树死亡，年均造成

材积损失2 500万m3和直接经济损失245亿元（赵洁

等，2020）。三是病虫害直接导致草原生产功能急剧

下降。全国草原生物灾害近年来呈现持续高发多

发严峻态势，草原病虫鼠害年均造成牧草减产超

过 5 200万 t，严重威胁饲草供给安全。

1.1.2 高效防控病虫害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途径

一是化学用药使用量大，依然威胁食品安全。

我国化学农药用量虽然实现负增长，但施用总量大，

如我国杀虫剂单位面积使用量是美国的10倍，再加

上施药技术落后、绿色防控产品创新与供给不足和

现有防控技术和产品装备科技含量低，致使在个别

地区的设施蔬菜、鲜食水果和茶叶等生产中仍存在

农药残留超标的现象（曹坳程等，2017）。二是病虫

害直接造成农产品质量下降。农作物病虫害除造成

产量损失外，还可以直接造成农产品品质下降，出现

腐烂、霉变等，降低商品品质，营养、口感也会变异，

甚至导致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如黄曲霉、镰刀菌等

部分农业病原物产生的毒素严重危害人身健康和生

命安全。据不完全统计，真菌毒素污染导致的农产

品损失高达3 100万 t/年。

1.1.3 高效防控病虫害是保障农林生态安全的必然选择

一是化学农药过多使用严重影响农业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直接

导致物种多样性减少、遗传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多

样性脆弱和平衡失调等，以及农药杀伤天敌、有益生

物等导致害虫再猖獗和自然控制力减弱，进而威胁

安全生产（张凯等，2019）。二是病虫害暴发扩散导

致森林生态功能降低。林业有害生物年均发生面积

达1 187万hm2，每年造成4 000多万株林木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和生态服务价值损失高达1 100亿余元，

已严重威胁森林、湿地、荒漠三大生态系统安全。三

是病虫害持续偏重发生导致草原生态退化。蝗虫

（Neha et al.，2020）、鼠害等草原生物灾害年均发生

7 760 万 hm2，加剧了草地植被的退化和恶化，给生

态安全带来了极大威胁和安全隐患（郝伟丽等，

2016）。

1.2 病虫害防控现状和趋势

1.2.1 国内外现状

当前，全球病虫害防控科技创新格局分布不均



1期 张 凯等：中国“十四五”重大病虫害防控综合技术研发实施展望 71

衡，欧美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水平和能力都

较强，非洲、南美、亚洲等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在

重大病虫害防控能力上明显不足。在美洲、欧洲、澳

洲本土重大农林病虫害总体可控，成灾规律与分子

机理研究进展迅速，整体超越我国的同类研究水平；

在非洲本土重大农林病虫害则是快速蔓延为害，可

用防控技术产品缺乏。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各国的频

率增加，为害加重，美欧澳日等发达国家高度重视，

均能及时立项资助，研究快速防范和持续治理的手

段产品。

一是灾变规律研究越发深入。国外创新利用分

子生物学、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系统性地

解析农林重大病虫害致害性及其变异与作物特异抗

病虫性的机理，利用高通量蛋白-蛋白互作网络大

规模鉴定和分析病原物效应因子与植物抗病相关蛋

白间的互作关系；利用信息技术定量分析昆虫的种

群时空特征；我国在部分重大病虫如小麦条锈病菌

Puccinia striiformis（陈万权等，2013；Cheng et al.，

2015）、小麦赤霉病菌 Fusarium graminearum（刘易

科等，2016）、稻瘟病菌 Pyricularia oryzae、棉铃虫

Helicoverpa armigera、褐飞虱 Nilaparvata lugens、白

背飞虱 Sogatella furcifera（高明清等，2011）等在病

虫害-作物-环境互作机制的研究中取得突破。

二是灾变监测预警技术快速发展。欧美等国利

用人工智能对重大病虫害进行精准诊断，中长期预

测预报准确率较高；我国通过与生物学、信息学、互

联网+技术融合，开展暴发性和流行性生物灾害识

别诊断，实现了重大病虫害预测预报，显著提高了防

御农林生物灾害的能力，整体处于并跑状态（秦虎强

等，2011）。

三是病虫害防控核心技术及产品更新换代。英

国、荷兰等国通过与生物学融合，改进微生物发酵技

术和制剂工艺，升级天敌昆虫生产工艺，创新植物免

疫诱导、RNA干扰、昆虫信息素等技术；天敌昆虫、

虫生真菌、Bt 制剂等产品在我国有不同程度的生

产，害虫食诱剂、性诱剂等商品化也有一定成效，部

分领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杜艳丽，2014）。

四是防控治理体系日臻完善。国外近年基于信

息化、智能化、机械化等技术进步，提出病虫害大面

积种群治理等新理论；基于生物防治与生态调控的

学科融合，创新了有害生物生态调控策略。我国完

善了“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科学植保”的农林病虫害

防控理论，以主要粮棉油果菜茶林草为对象确定了

有害生物防治指标，通过统防统治等组织形式开展

病虫治理，一度处于领跑状态（崔美娜等，2018）。

1.2.2 发展趋势

一是研究农林草业病虫害的发生发展趋势及其

相关的各种内因和外因，长期采集积累大量数据，建

立全国病虫害监测“一张网”、“一套数”，突破精准监

测预警难题，成为研究热点和重点方向，同时为应用

大数据分析构建发生动态模型，揭示其发生规律，

并制订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

二是强化以植物健康为目标，强调兼顾各种有

害生物的综合防控，实现区域生态治理。同一生态

区域上的病害、虫害、毒害杂草和鼠害之间存在一定

联系，如蚜虫等传播病毒病，昆虫病原寄生害虫，天

敌寄生或取食害虫，毒害杂草对啮齿类有毒等，迫切

需要在研究一类有害生物的同时，兼顾其他有害生

物。在防治上，要求形成系统解决方案，该方案可兼

顾多种病害，或兼顾多种病虫害，甚至兼顾所有病虫

草鼠害，减少防治成本，实现生态系统治理。

三是突出绿色防控主基调，强化采用环境友好

型防控措施，实现全程防控绿色化。要求在防治时

充分利用生物、物理、农业、生态等环境友好型防治

措施，根据各类有害生物的特点选择最佳措施，尽可

能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次数和数量，减轻对天敌昆

虫、天敌动物和土壤有益生物的杀伤，减少对生物多

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尤其是人畜

健康安全的影响，确保生产安全、生态安全和生

命安全。

1.3 使命定位和目标愿景

到2025年，突破并形成一批自主可控的农林重

大病虫害防控核心关键技术，研发一批满足农林业

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需要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新产

品，构筑国际一流的农林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体系，确保农林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林生

态安全。

一是抢占重大病虫害防控科技制高点。加大农

林病虫害防控前沿基础研究，解析重大病虫草鼠害

灾变机制、重大外来生物入侵蔓延机制、病虫害抗药

性形成机制、病虫害区域性演替规律等，着力攻克病

虫害智能监测预警、外来病虫害快速检测鉴定等共

性核心关键技术，解决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生态调

控等绿色防控产品创制的高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问

题，掌控植保核心科技主动权，使农林重大病虫害防

控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位居国际前列。

二是创制战略性病虫害绿色防控新产品。创制

捕食性和寄生性天敌昆虫系列产品、杀虫抗病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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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体制剂、害虫性诱剂食诱剂等理化诱控产品，研

发智能型信息化监测预警和高效施用关键设备，增

强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

三是有效控制农林重大病虫害危害。重大病虫

害测报准确率超过 85%，外来入侵生物防控效率超

过90%、口岸监测阻截率超过90%，实现重大病虫害

可防可控可治；粮食等重要农作物重点发生区病虫

害造成的产量损失控制在 5%以下，绿色防控覆盖

率提升到60%以上；森林草原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

在3.5‰以下，绿色防控率提升到80%以上；化学农

药使用量总体减少10%~20%。

2 研究内容和任务布局

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以保障国家农林生

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林生态安全为根本目

标，以草地贪夜蛾（李向永等，2020）、柑橘黄龙病菌

（姚廷山等，2020）、松材线虫（理永霞和张星耀，

2018）、蝗虫等农作物和森林草原重大病虫害防控科

技创新为首要任务，坚持“防风险、堵漏洞、强基础、

补短板”的工作原则，聚焦新发突发病虫害入侵暴发

风险“可防”、重大病虫害危害损失“可控”、农林系统

病虫害有方“可治”和区域病虫害全程防控“绿色化”

的重大需求，针对新发突发病虫害监测预警能力弱、

重大病虫害难控制、防控高新技术原创能力不足和

病虫害防控化学农药用量大等瓶颈问题，强化新发

突发病虫害高效监控、重大病虫害可持续控制、病虫

害防控高新技术自立自强和农林生产病虫害全程绿

色防控的目标导向，采用“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关

键核心技术与产品研发、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互融

互通的研究思路，统筹部署包括“新发突发病虫害检

测监测与应急处置技术研究”、“重大病虫害灾变机

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病虫害防控共性高新

技术与产品研发”和“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

控技术体系集成示范”四大主攻任务方向。

2.1 新发突发病虫害检测监测与应急处置技术研究

2.1.1 外来病虫害快速检测、检验检疫与除害处理技术

针对国家进出口农产品，预防可能携带的检疫

性病虫害和潜在入侵物种入侵，研发外来智能快速

查验技术与装备，创新病虫害一体化快速及高效精

准检测技术与装备，开发安全环保快速检疫除害处

理技术，建立国门安全检疫防控技术体系。

2.1.2 重大入侵生物种群扩张蔓延机制与高效防控技术

针对苹果蠹蛾Cydia pomonella（房阳等，2018；

Guo et al.，2021）、马铃薯甲虫Leptinotarsa decemlin‐

eata（郭文超等，2007；2011）、美国白蛾 Hyphantria

cunea（陆秀君等，2008；刘云飞等，2012）、长林小蠹

Hylurgus ligniperda、梨火疫病菌Erwinia amylovory、

番茄潜叶蛾Tuta absoluta、刺萼龙葵Solanum rostra‐

tum等重要/新发外来入侵生物（尚琳琳等，2010），阐

明其入侵蔓延、生态适应性进化与灾变机制，突破风

险评估、检验检疫、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生态修复等

关键技术瓶颈，建立高效控制技术体系并示范应用。

2.1.3 病虫害数字化精准监测预警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

利用病虫害监测站点历史数据，构建全国性病

虫害数据库。集成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智能化采

集、网络化传输、模型化预测和图型化预报技术，构

建重要病虫害实时精准监测、数据传输与分析、早期

预警与快速发布的一体化技术体系并推广应用。

2.2 重大病虫害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2.2.1 病害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针对柑橘黄龙病、小麦赤霉病、松材线虫病等重

大农林病害的防控难点，阐明区域性流行灾变机制，

突破监测预警与防控关键技术瓶颈，构建区域性高

效综合防控技术体系并示范应用。

2.2.2 害虫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针对草地贪夜蛾、稻飞虱（陈洋等，2011）、蝗虫

（蔡邦华，1934）等重大农林草原害虫，解析其迁飞扩

散与区域性暴发机制，研发精准监测预警和防控

关键技术，构建区域性可持续控制技术体系并示范

应用。

2.2.3 草害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针 对 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马 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等农田恶性杂草和狼毒 Stellera chamae‐

jasme、长芒苋Amaranthus palmeri、少花蒺藜草Cen‐

chrus spinifex等草原重大草害，阐明其种群演化成

灾机制，突破预测预报和防控关键技术瓶颈，构建区

域性可持续控制技术体系并示范应用。

2.2.4 鼠害灾变机制与可持续防控技术研究

针 对 褐 家 鼠 Rattus norvegicus 和 布 氏 田 鼠

Lasiopodomys brandtii（郝伟丽等，2016；Jensen et

al.，2019）等重要农田和草原害鼠，阐明其种群演化

成灾机制，突破预测预报和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瓶颈，

构建区域性可持续控制技术体系并示范应用。

2.2.5 病虫害与农作物互作机制及关键防控技术创新

明确病原微生物的致病机理及作物免疫防卫机

理，研制作物病害绿色防控新技术；解析作物-害
虫-天敌互作关系及机制，开发作物害虫绿色防控

关键技术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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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病虫害防控共性高新技术、产品与装备创新

2.3.1 生物防治资源挖掘利用与产品创制

开展生物防治资源与规模化生产潜能评价工

作，阐明农林草原新发展模式下生物防治资源控害

机理，攻克天敌昆虫发育营养、生殖和环境适应性调

控、自动化产业化生产工艺、高效释放等关键技术瓶

颈，创制防控农林草原害虫的系列化天敌产品；揭示

微生物生防因子作用不同靶标的宿存调控机制，突

破活体生物农药环境适应性技术瓶颈，创制持续控

害的新剂型、新产品。

2.3.2 化学通讯机制与诱控新产品

研究重大病虫害种内和种间化学通讯机制，挖

掘和鉴定病虫化学感受关键基因，解析化学通讯类

似物主成分，研发符合农林草业生产新模式的缓释

和增效助剂，创制对农林草原害虫高效特异的性诱

剂、食诱剂、产卵诱杀剂等绿色诱控新产品。

2.3.3 物理消杀机理与智能防控新产品

阐明光、温、辐射等技术对农林病虫害物理消杀

机理，确定对重大害虫个性化诱集的光谱配方，研发

天敌友好型灯诱、色诱产品，探索病虫害辐照杀灭及

害虫辐射不育技术，研发检疫病虫害物理消杀技术

及产品装备；研发农林草原重要病虫害的遥感监测、

图像智能化采集、识别、传输技术，开发基于5G的智

能化监测预警与防控装备。

2.3.4 致害型变异机制与植物抗性品种可持续利用技术

揭示农林植物对重大病虫害的广谱、持久抗性

机理，阐明病虫害致害型变异规律，评价抗病虫主效

基因和品种的时空有效性，建立抗性基因或品种可

持续利用技术。

2.3.5 抗药性机制与治理技术

从分子水平、蛋白质水平上揭示病虫害抗药性

的分子机制，阐明病虫草抗药性形成及多抗性机制，

揭示病虫草抗药性的代偿机制，发展以精准抗药性

预警检测技术、精准抗药性风险评价技术、抗药性基

因为导向的治理技术。

2.3.6 病虫害生态调控机理与应用技术

从区域性农林草-病虫-天敌食物网及其环境

互作关系出发，探究景观格局、生物多样性、功能植

物、生境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林草原病虫害

的生态调控机理，深入研究生态调控新方法、新

理论，构建生态调控为主的农林草原可持续发展

新模式。

2.3.7 农产品农药残留和生物毒素风险评估与控制技术

研发农药残留和生物毒素的快速检测技术及产

品，解析生物毒素来源与产生机制，研制农产品中农

药、生物毒素等典型污染物去除消减技术及功能产

品，创建农产品中污染物的产地风险评估、分级标准

和安全生产风险控制关键技术。

2.4 病虫害演替规律与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集成示范

2.4.1 粮食作物

针对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研究产业结

构调整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病虫害种群演替影响机

制，构建多种病虫害全生育期一体化绿色防控技术

方案，并在主产区大面积示范应用。

2.4.2 经济作物

针对棉花、大豆、油料等经济作物，研究产业结

构调整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病虫害种群演替影响机

制，构建多种病虫害全生育期一体化绿色防控技术

方案，并在主产区大面积示范应用。

2.4.3 园艺作物

针对蔬菜、果树、茶树和花卉等园艺作物，研究

产业结构调整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病虫害种群演替

影响机制，构建多种病虫害全生育期一体化绿色防

控技术方案，并在主产区大面积示范应用。

2.4.4 设施农业

研究设施条件下作物病虫害的流行规律和致灾

机制，创新生态调控、土壤消毒和有益生物高效利用

技术，构建设施农业多种病虫害全生育期一体化绿

色防控技术方案，并在主产区大面积示范应用。

2.4.5 森林病虫害

针对防护林、经济林和用材林等，研究产业结构

调整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病虫害种群演替影响的机

制，集成引诱剂、天敌昆虫、病原微生物及天然活性

产物等防控技术构建多种病虫害全生育期一体化绿

色防控技术方案，并在典型区域和重点森林生态系

统示范应用。

2.4.6 草原病虫害

针对我国主要天然草原生态区，揭示气候变化、

生态修复和放牧干预导致的病虫、杂草和害鼠演替

规律，集成监测预警、生物防治、生态治理等关键技

术措施构建我国不同草原类型的病虫害全程绿色防

控技术体系，并大面积示范。

2.4.7 热带作物

针对我国重要的热带经济作物，研究重点病虫

害防控对象的演变规律和成灾机制，集成监测预警、

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等关键技术建立与生产环节一

体化的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大面积示

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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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机制和政策保障

3.1 实施“揭榜挂帅”和青年科学家科研团队遴选

瞄准重大战略性基础性科学问题和重点领域高

新技术原创能力不足问题，柑橘黄龙病、松材线虫病

等实行“揭榜挂帅”机制，自主申报和择优遴选相关

领域有实力、有能力、善于攻坚和解决问题的高层次

领军人才及其优势创新团队进行联合攻关。加大对

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力度，病虫害与农作物互作机制、

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创新与新型产品创制等聚焦专项

研究内容任一方向，进行探索性研究。

3.2 实施“帅才科学家负责制”和科研经费动态调整

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和全产业链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技术创新需求，鼓励不同团队采取不同技术路线

进行创新攻坚，坚持“破四唯”和“放管服”，赋于项目

首席科学家技术路线和项目经费动态调整的自主权

利，建立实施过程绩效评价和动态调整机制，将绩效

评估结果与科研经费调整挂钩，充分激发创新活力。

3.3 实施政产学研企用一体化和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创新

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将创新链配置在产

业链上，突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示范

应用“一条龙”的创新任务部署，集聚多方资源投入

公益性、基础性共性技术创新和推广服务。微生物

制、天敌昆虫、物理消杀装备等重大产品与装备任务

实行企业创新联合体机制。探索扩大支持非共识项

目渠道，鼓励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建立跨单位、跨学

科、跨领域的协同联动机制，做好环节衔接，避免各

项目、课题之间脱节、偏离、碎片，着力提升科技创新

质量效益。

3.4 建立健全专业机构管理和第三方评价

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全过程管理，通过统一的国

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受理项目预申请和申报，加强

项目评审、立项、过程管理和结题验收等节点管理。

建立健全项目成果产出和项目验收的第三方评估和

用户评价机制，建立科学高效的成果推广应用和结

题后绩效评估机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提升

专项执行总体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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