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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政策 

2018 年 6 月，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重点

实验室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到 2020年，基本形成定位

准确、目标清晰、布局合理、引领发展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实验

室经优化调整和新建，数量稳中有增，总量保持在 700个左右。其中，

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在 300个左右，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在

270个左右，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保持在 70个左右。到 2025年，

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全面建成，科研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 

2018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抓紧布局国家实验

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揭开了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的序幕。 

2021 年 3 月 8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推动国家

实验室建设，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体系进行重组。 

2021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发挥好国家实验室作用，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这意味着，全国重点

实验室可能接替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重要战略科技力量。 

2021年底，科技部长王志刚表示，采用试点先行、分批推进的方

式启动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 

2022年 1月 1日，《科学技术进步法》开始施行，明确要“建立

健全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实验室体系”。 

2022 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指出，2021 年编制完成了重组国家重

点实验室体系方案，今后要更加突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国



 

- 2 - 
 

家实验室全面入轨运行，完成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阶段性任务。 

2022年 7月 15日，由科技部组织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工

作推进会以线上形式召开。来自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主

管部门等 99 个单位，共 500 余人在线上参加会议。会议由科技部基

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主持。据透露，经过重组、推荐和评议，科技部

已遴选出首批 20 个标杆全国重点实验室批准建设。近期，科技部将

集中开展能源、制造等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申报、推荐和评审工作，

2023年将集中开展材料、化学等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申报、推荐和

评审工作。科技部副部长张雨东作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工作的

专题工作报告，详细传达了关于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工作的有关政策

文件精神和要求。他强调，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深刻认识重组工

作的重大意义，围绕本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对照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

标准和“五问”，凝练重大科学问题，找准定位和网格化节点，强化

实体化建设，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评价导向，推动实验室之间

融通合作，形成具有特定研究优势的实验室群，打造有组织、成体系

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新动态 

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一批新的

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全力崛起。今年上半年，多所高校召开国家重点实

验室重组工作推进会，其中中国农业大学、长江大学等高校已将“国

家重点实验室”改称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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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已有消息的首批全国重点实验室 

序号 依托单位 实验室名称 

1 清华大学 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

室 

2 湖南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武汉大学 

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 

3 华中农业大学 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 

4 兰州大学 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

实验室 

5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 

6 中国农业大学 禽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 

（青塔截至 2022年 7月 16日不完全统计） 

首批“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出炉，意味着重组的阶段性任务，已

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也标志着近年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组热潮，掀开

了新的篇章。无论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还是国家重点实验室体

系的调整，都将是国家战略资源投入的一次重新分配，影响深远，意

义重大。为了抢占先机，2022年上半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

京中医药大学、陕西科技大学、江苏大学等多所高校，已陆续开启了

对“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布局，或通过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

参与到新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申报和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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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校或科研机构全国重点实验室筹建/申报动态 

序号 依托高校 筹建/申报动态 

1 
驻青科研

机构 

1 月 7 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该实验室将尽快启动北京

研究院建设，与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推进构建海

洋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2 浙江大学 

2月 28日，浙江大学光电学院召开国家重点实验

室重组暨新学期工作会议。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匡翠方指出，要努力争取重组建设新的全国重

点实验室，深度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凝练重点研

究方向，贯通极端光学仪器研发全链条。 

3 
哈尔滨工

业大学 

2月 28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召开全国重

点实验室申报工作启动会。学院院长孙澄指出，

本次全国重点实验室重新组建是哈工大建筑类学

科发展的重大机遇，也是学科面向新百年卓越发

展的重大挑战。 

4 长江大学 

3 月 21 日，中科院兰州化物所-长江大学全国重

点实验室重组合作交流研讨会以线上形式召开，

共同推进低碳催化与二氧化碳利用全国重点实验

室重组工作。 

5 
陕西科技

大学 

3月 31日，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与西安

近代化学研究所围绕“十四五”全国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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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与申报等具体事宜进行座谈，对氟氮化工资

源开发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组进行规划。 

6 
中国农业

大学 

4月 13日，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主持召开校

长办公室第 2022-13 次会议，会上审议了畜禽生

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组建方案。 

7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4月 15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提到，要落实学校

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方案，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

规划，努力形成特色鲜明的卓越科技创新体系。 

8 武汉大学 

4月 16日，武汉大学宣布认真梳理研究学校现有

的 4 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情况，形成国家重点实验

室重组方案，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实体化运行。 

9 江苏大学 
5 月 5 日，江苏大学智能农机装备理论与技术全

国重点实验室筹建工作推进会举行。 

10 
南京理工

大学 

6 月 1 日，南京理工大学校长付梦印表示，长三

角智能制造与装备创新港和智能系统与控制全国

重点实验室（筹建）是学校“十四五”规划布局

的重要组成，该实验室的筹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1 
北京中医

药大学 

6月 11日，北京中医药大学官网发布《北京中医

药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筹）2022年事业编制教

师岗招聘启事（第二批）》。 

12 兰州大学 
6月 13日，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洁一行调研草

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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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重点实验室建设座谈会，研究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 

13 
华中农业

大学 

6月 15日，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与华中农业

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就实验室建设

运行、有组织科研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两个首

批全国重点实验室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我

国水稻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强强联合，开展

生物育种等科研协同攻关。 

14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6月 23日上午，广西科技大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举行了战

略合作协议线上签约仪式。 

15 
中国海洋

大学 

6 月中旬，常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科技镇长团

团长李汉中一行赴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科学

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等地深化合作交流，为争

创海洋通信与感知全国重点实验室进一步夯实基

础。 

16 北京大学 

今年 9 月，北京大学新成立的计算机学院、电子

学院、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将搬入昌平新校区。昌平区将规划建立国

家实验室，与北大新工科、医学等领域开展深度

产教研合作，校城一体。 

 （依据青塔、软科等网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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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新特点 

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总量保持在 700个左右的规划，新的国家重

点实验室正在同步建设。与过去国家重点实验室多集中在顶尖高校和

顶尖科研院所不同，新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依托单位不仅有“双一

流”建设高校，更多学科实力领先的“双非”高校也加入进来，意味

着“诸雄争霸”的时代已经来到。这些高校或者依托优势学科、或者

聚焦前沿领域、或者实施校企合作，在“卡脖子”技术、关键共性核

心技术、迭代性技术攻坚攻关上持续发力，为我国科技创新贡献了高

校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已发布的各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中，

每个省至少规划筹建 1-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在筹的国家重点实

验室各有特点，可以归纳为补短板、扬特色、迎潮流和重合作。 

补短板。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布局关乎地方与行业的科技发展，《关

于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围绕区域创新

和行业发展，选择优势单位和团队布局建设，适当向布局较少或尚未

布局的地方、行业部门倾斜。如“十四五”期间，辽宁省针对省部共

建国家重点实验室较少的问题，分别依托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大连工

业大学、沈阳建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建设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依托大连理工大学和东北大学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发力布局省

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辽宁省在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构建中的重

要一步，也必将为辽宁省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基础研究能力提供智力

支撑。 

扬特色。从在筹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色来看，这些实验室均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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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的王牌学科或优势学科建设，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农业、矿产、

医学、交通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性领域，为我国的产业发展

做出直接性贡献。如陕西省依托西北大学物理学、光学工程、地质等

学科建设，加快推进省部共建西部能源光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其中物理学是西北大学成立最早的学科之一，有着近百年的发展历史，

地质学是西北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学科。西安科技大学省部共建西

部煤炭绿色安全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该校的安全科学与工程排名全

国第 7，矿业工程排名第 12，机械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测绘

科学与技术等学科位居全国百强。 

迎潮流。正在筹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涉及一些重要学科及其新兴

领域。去年 6月，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发布《浙江省中长期科技创新战

略规划》，表示将在区块链、生物医学、先进制造、物理科学、脑机融

合交叉等领域前瞻性争创国家重点实验室。今年 1月，云南省科学技

术厅发布《云南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工程行动方案（2022—2025年）》

（征求意见稿），包括在生态环保、绿色制造、生命健康等新兴领域

建设 1-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重合作。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时代，解决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展受

限于学院学科的发展问题，不仅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改革重组中面临的

问题，也是在筹国家重点实验室将要解决的议题。校企共建、共管、

共享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常态化模式。去

年 5月，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太原科技大学与太重集团、华新

燃气、潞安化工等四家企业签署共建、共管、共享企业国家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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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协议。企业和高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项目、平台、人才、团队

和成果方面加强资源共享、成果共享、智力共享，形成了富有活力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云南中医药大学与云南白药集团举行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就全力共建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朱兆

云院士工作站、新药研发临床运用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摘编自青塔、软科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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