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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经信技术〔2014〕144 号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组织 

申报 2014 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 

新产品（新技术）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经信委（局），省级有关单位，有关行业

协会：

为落实省政府关于“新产品、新装备、新服务”工作部署，

进一步提高工业新产品（新技术）开发能力，促进工业新产品

（新技术）产业化，提高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加快推进我省“工

业强省”建设，根据《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评定办法》

（浙经信技术〔2010〕213 号）的有关规定，现就做好 2014 年

度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的组织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报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应当同时符合以下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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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报单位应是在浙江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具有

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二）申报的新产品（新技术）应是通过原始创新、集成

创新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研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应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我省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重点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培育重点，具体参照《2014 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

品（新技术）评选重点领域》（附件 1）。 

    （三）申报的新产品（新技术）应在 2011 年始至 2014 年 3

月 31日前通过浙江省省级以上鉴定(验收),已连续生产运行或使

用 1 年以上且投产销售，其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以上，并在 2013 年度内实现利税 300 万元以上。 

    （四）申报的新产品（新技术）及其相似的项目曾获得浙

江省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支持和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首台（套）

产品资金奖励的，不得申报。属《评定办法》第四条的，不得

申报。 

    二、申报程序 

    （一）各地经信主管部门申报。申请单位可向所在地的市、

县（市、区）经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提交申报材料，由各市、

县（市、区）经信主管部门初审并推荐报送我委。 

    （二）授权行业协会申报。我委授权相关协会（名单见附

件 2）可向我委直接推荐申报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由

申请单位向行业协会提出申请，提交申报材料，行业协会初审

后报送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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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省属企业申报。省属企业可直接向我委提出申请，

并提交申报材料。 

    三、申报要求 

    （一）请各地经信主管部门对照《2014 年度浙江省优秀工

业新产品（新技术）评选重点领域》，对申报的新产品（新技

术）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行严格把关。今年，我委将围绕省政府

提出的“百套成台智能化装备、千台智能单机装备、万种智能化

新产品”开发计划，对符合要求的智能化新产品给予优先支持，

请各申报组织单位重点组织推荐一批创新性强、附加值高、带

动性大的智能化新产品。 

    （二）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申报采用网上申报系

统（网址 http://wsbs.zjjxw.gov.cn/technique/login.htm）。申报项

目材料主要包括企业基本情况、项目鉴定（验收）材料（必须

含技术水平鉴定结论）、主要研发人员、2013 年度企业财务报

表、申报承诺书及其它相关的证明材料（如专利受理或授权书

等），具体详见网络申请表单。主要研发人员（每项不多于 7

位）必须和项目鉴定（验收）资料中的研发人员一致。请如实

填写申报新产品（新技术）的 2013 年度销售收入、利税等经济

效益指标，不得弄虚作假。产品通过初选后，将要求企业提供

该产品（技术）的单项经济效益审计报告。 

    （三）申报实行限额推荐。各县（市、萧山区、余杭区）

不超过 6 项（其中物联网领域不少于 1 项），各市不超过 9 项

（其中物联网领域不少于 1 项），杭州市（国家物联网产业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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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基地）增加 5 项（应当是物联网领域产品或技术）。经授权

的相关行业协会不超过 3 项，其中省物联网产业协会不超过 5

项。为鼓励工业新产品发展较快的市，对 2013 年工业新产品产

值增速排名前 5 位的丽水市、温州市、湖州市、舟山市和金华

市分别增加 1 个指标。 

    请各地加强今年新产品申报的组织和推荐工作。对物联网

产业和新产品开发管理工作不在同一处室的，请技装处（科）

主动和物联网管理处（科）充分沟通，共同提出物联网领域的

重点新产品（新技术）申报名单。 

    为推进产业技术联盟（名单见附件 3）发展，联盟依托单位

可申报或由依托单位推荐联盟内一家紧密层企业申报一项新产

品（新技术），通过联盟推荐的项目须经省经信委预审后，再

报申请单位所在地经信主管部门行文推荐，不占地方推荐名额。 

    省属企业和经授权的行业协会等可直接报送省经信委。 

    （四）请各推荐单位将审查合格的项目汇总后一式两份行

文报送我委（附项目汇总表，汇总表可从网上导出），网上提

交的材料无需报送纸质材料。 

    （五）网上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5 月 9 日，逾期不予受

理。 

    联系人：省经信委技装处罗仁宏、陈革，联系电话：

0571-87058112、8705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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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2014 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评选 

         重点领域 

     2.授权推荐申报 2014 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 

       （新技术）行业协会名单 

     3.经授权的省级重点产业技术联盟名单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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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4 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 

新产品（新技术）评选重点领域 

 

    一、物联网产业 

（一）传感器与无线传感器网络领域 

    新型射频传感器、芯片、电子标签、读写器具等；微型化、

网络化、智能化感知终端设备；微纳传感器与执行器核心元器

件；传感器核心元件、敏感元件；特定应用领域的无线传感器

网络系统及相关接口技术与协议的技术开发。 

（二）网络传输与数据处理领域。 

 新一代互联网宽带无线数字通信技术及关键设备；大容量

数据存储、高效率传输设备及数据压缩、处理技术；大容量数

据交、信息挖掘、信息安全、测试技术开发。 

（三）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标准化领域。 

 基于物联网技术特定应用领域的嵌入式数据库管理系统及

嵌入式技术和中间件；面向特定应用领域的异型智能终端间数

据传输控制中间件平台。 

    二、轻纺行业 

（一）食品行业 

  1、分离、杀菌、保鲜、营养强化等加工技术 

 2、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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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纸行业 

 1、新型纸产品的开发和清洁化生产技术 

 2、具有防油、防水、防火、保鲜、冷藏等功能性纸包装产

品 

（三）皮革行业 

 1、清洁化、高吸收的脱毛剂、加脂剂、染色材料及染色助

剂生产技术 

 2、无铬鞣剂及其系列配套助剂、铬鞣助剂、新型鞣剂及复

鞣剂产品 

 3、皮革及其制品的边脚料等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和综合利

用技术 

（四）现代纺织业 

 1、新型聚酯专用纤维 

 2、立体结构复合材料的制备技术 

 3、新型纺纱、织造和纺织品设计工艺技术及装备 

 4、印染行业节能、节水（无水）、低排放加工技术及环保

型整理新技术 

 5、纺织品数码喷印技术及装备 

 6、印花色浆、助剂、染料自动称量、配送系统技术及装备 

 7、针织物平幅连续式生产技术及装备、平幅印花后水洗技

术及装备 

 8、高效节能低排短程烘燥定型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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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化工行业 

 1、化工绿色生产工艺技术 

 2、新型节能高效的加热、分离、干燥技术 

 3、对大量使用的有毒、有害的原料、溶剂和催化剂进行绿

色化替代技术 

 4、新型催化剂和催化技术 

 5、化工副产物、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6、新领域精细化工 

 7、氟化工产业深加工 

 8、有机硅产业深加工 

 9、特种合成橡胶和树脂的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10、绿色农药、染料、颜料新品种 

    四、现代生物产业 

 1、新型疫苗、诊断试剂、基因工程药物、生化药物、生物

医学工程、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等 

 2、生物材料、生物基化学品及生物质原料转化关键技术，

实现对化石原料的部分替代 

 3、生物质能源高效培育与转化技术 

 4、木（竹）基复合材料和高分子新材料制造与应用技术 

 5、海洋水产品深加工与生物炼制、海洋生物医药产品 

 6、能源植物、生物柴油、生物燃料乙醇和其他生物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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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专用微生物菌剂、生物净水剂、生物絮凝剂、生物脱硫、

有机垃圾处理剂等新型生物环保制剂产品和技术 

    五、医药行业 

 1、原料药新品种开发 

 2、原料药绿色生产工艺技术开发与应用 

 3、高附加值新型医药制剂开发，新型辅料开发生产 

 4、疗效确切、安全可靠中成药的开发或中药二次开发，新

型的天然植物药品、保健产品开发 

 5、先进提取、分离、纯化、制剂和质控技术开发应用 

 6、新型医药包装材料和产品开发 

 7、新型医疗器械、便携式医用产品开发 

    六、新材料产业 

 1、核级不锈钢生产技术 

 2、航空铝材开发生产技术 

 3、高性能稀土合金 

 4、高性能电子功能材料 

 5、特种纤维(碳纤维等）生产技术 

 6、纳米功能涂层材料生产技术 

 7、高效二次电池材料开发 

 8、高效能转换和储能材料研发 

 9、功能高分子膜材料研发 

 10、先进的材料表面改性技术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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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冶金行业 

 1、高强度冷轧板生产技术 

 2、薄带连铸技术 

 3、高纯金属生产技术 

 4、短流程熔炼技术 

 5、高强度铝合金开发技术 

 6、高强高导铜合金生产技术 

 7、耐腐蚀铜合金加工技术 

 8、清洁、高效型再生金属回收技术 

 9、铁素体不锈钢生产技术 

 10、高强度机械用钢生产技术 

    八、建材行业 

 1、余热发电提高余热利用效率技术 

 2、水泥高效粉磨节能技术 

 3、有害气体的排放控制和治理技术 

 4、消纳工业废渣及废弃物技术 

 5、协调处臵城市生活垃圾和城市污泥技术 

 6、玻璃窑炉富氧燃烧和纯氧燃烧技术 

 7、Low-E 节能玻璃技术 

 8、烧结多孔砌块及填塞发泡聚苯乙烯烧结空心砌块节能技

术 

 9、节能型合成树脂幕墙装饰系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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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预混式二次燃烧节能技术 

    九、机械行业 

 参见《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浙江省高端装

备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2013)>的通知》(浙经信技术〔2013〕

258 号)。 

   十、电子信息行业 

 1、集成电路及专用芯片的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技术及

产品 

 2、数字宽带移动通信技术及设备 

 3、高端服务器、海量存储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网络关

键设备 

 4、新型显示器件及设备、半导体照明材料、器件生产工艺

及设备、表面贴装元器件及新型电子材料 

 5、数字多媒体、终端技术及产品 

 6、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软件、嵌入式软件、应用软件、

中间件、信息安全软件、动漫游戏及网络增值服务 



 — 12 — 

附件 2 

授权推荐申报 2014 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 

新产品（新技术）行业协会名单 

 

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协会、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浙江省石

油和化学工业行业协会、浙江省电机行业协会、浙江省家具行

业协会、浙江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浙

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浙江省照明电器行业协会、浙江省软件

行业协会、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浙江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浙江丝绸行业协会、浙江印染行业协会、浙江省化纤行业协会、

浙江省包装技术协会、浙江省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浙江省

日用化工行业协会、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浙江省仪器仪表行

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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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经授权的省级重点产业技术联盟名单 

序号 省级重点产业联盟名称 

1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太阳能聚光热发电产业技术联盟 

2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智能乳品包装机械数字化控制产业技术联盟 

3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数码纺织大批量定制产业技术联盟 

4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先进纺纱装备产业技术联盟 

5 浙江省节能业 LED照明产业技术联盟 

6 浙江省新材料业聚四氟乙烯中空纤维膜产业技术联盟 

7 浙江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业物联网智能家居产业技术联盟 

8 浙江省通信业支撑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9 浙江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10 浙江省文物保护传承专用装备产业技术联盟 

11 浙江省智慧农业产业技术联盟 

12 浙江省信息安全产业技术联盟 

13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 3D打印产业技术联盟 

14 浙江省装备制造业医药包装产业技术联盟 

15 浙江省橡胶生产与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16 浙江省信息业智能社区产业技术联盟 

17 浙江省新型电池产业技术联盟 

18 浙江省轻工业高端户外用品产业技术联盟 

19 浙江省铅蓄电池行业重金属废水污染防治产业技术联盟 

20 浙江省嘉兴市物联网产业技术联盟 

21 浙江省新材料业产业用高性能纺织材料技术联盟 

22 浙江省新能源业太阳能光伏产业技术联盟 

23 浙江省饮料制造业黄酒产业技术联盟 

24 浙江省节能环保业绿色建筑材料产业技术联盟 

25 浙江省装备制造业大气环保脱硝催化装臵产业技术联盟 

26 浙江省智慧人工环境产业技术联盟 

27 浙江省装备制造业燃煤烟气治理装备产业技术联盟 

28 浙江省金华工具五金产业技术联盟 

29 浙江省医药制造业现代中药提取物产业技术联盟 

30 浙江省纺织业高机能锦纶纤维及其针织产业技术联盟 

31 浙江省新材料业磁性材料产业技术联盟 

32 浙江省装备制造业汽车空调产业技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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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4 年 4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