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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建节科函〔２０２４〕４号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组织申报２０２４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

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济南、青岛、

淄博、枣庄、东营、济宁、威海、滨州、菏泽市水务(水利)局,济南、青

岛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全省建设科

技创新能力,助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经研究,决

定组织开展２０２４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选题和类型

(一)本次申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赋能住建新质生产力为

目标,聚焦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重点工作,突出理论创新、技术创



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重点围绕以下选题展开:

１．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

２．高品质住宅建设;

３．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

４．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

５．城市安全与防灾减灾;

６．美丽宜居县城和乡村建设适用技术;

７．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

８．新城建技术体系;

９．城乡建设事业可持续发展;

１０．住建行业实用惠民技术.

(二)申报项目分类:１．软科学研究类;２．科研开发类.

二、申报资格

(一)申报单位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

且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实力和组织协调能力,鼓励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用相结合,跨地区、跨行业等方式联合申报,联合申报单位

一般不超过５家.

(二)申报单位应在所申报的项目领域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和

科研实力,不得挂名申报.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项目主体研究

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人员,并在项目结题前在职.

(三)申报单位应拥有相关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承诺申报材

料内容真实、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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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要求和程序

(一)申报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项目,济南市、青岛市申报

数量原则上不超过１２个,其他设区市申报数量原则上不超过８

个,省直单位、省属高等院校、中央驻鲁建筑企业等申报数量原则

上不超过６个.

(二)申报单位提报的材料须真实有效,要件齐备,知识产权清

晰,并提交承诺函(格式详见附件１).项目实施期一般不超过２

年,项目经费由申报单位自筹.

(三)申报通过省建设科技项目管理系统进行(网址:http://

２２１．２１４．６２．５３:９０２０/user/login,系统开放时间为２０２４年４月１９

日—４月３０日).

(四)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后,打印申报书及附件,报送所在市主

管部门,由市主管部门审核,省直单位、省属高等院校、中央驻鲁建

筑企业等由其科技主管机构审核.

(五)各市主管部门及省直单位、省属高等院校、中央驻鲁企业

要认真做好项目遴选和审核把关,保证推荐项目的真实性,审核汇

总后,于２０２４年４月３０日１７:００前,统一报送推荐函(附件３)、汇

总表(附件４)、项目申报材料(包括申报书和附件各一式２份)、承

诺函等.对计划项目执行率低的单位,我厅将严格控制申报新项

目数量.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冯睿、潘惠晟,０５３１－５１７６５１４８;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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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媛、颜承宇,０５３１－８６１９５３５７、８５５９５１８２;材料邮寄地址:济南

市天桥区无影山路２９号３０９房间.

管理系统技术支持联系人:奚道荣,１３７９３１８２６３５.

附件:１．建设科技研究项目重点支持方向

２．２０２４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项目承诺函

３．关于推荐２０２４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项目

的函

４．２０２４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项目汇总表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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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建设科技研究项目重点支持方向

一、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

主要包括:城乡绿色低碳发展理论与实施路径研究;城乡碳排

放监测、统计、核算方法研究;基于建筑用户负荷精准预测与多能

互补的区域建筑能效提升技术研究;高效智能光伏建筑一体化利

用研究;“光储直柔”新型建筑电力系统建设、建筑－城市－电网能

源交互技术集成研究与应用;县城、农村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技

术、绿色节约型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究与应用;城乡供水、排水、燃

气、热力、环卫、交通、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运维全过程碳减排

关键技术与设备研究;零碳建筑、零碳校园、零碳社区技术体系及

关键技术研究;城市生态空间增汇减碳技术研究;建设工程绿色建

造技术集成应用与关键技术研究;绿色建材及新型绿色低碳(固

碳)材料研发与应用等.

二、高品质住宅建设

主要包括:好房子建设的技术体系及关键技术研发;房屋体

检、房屋养老金和房屋质量保险等制度研究;建筑火灾、燃气泄漏、

外墙保温层脱落等安全隐患治理研究;既有建筑改造、健康环境保

障与品质提升、工程质量保障等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建筑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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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耐久性和新材料应用研发;适老适幼建筑技术和产品体系研

究;数字家庭、智慧社区建设等数字技术应用研究等.

三、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

主要包括:既有城区存量空间提质改造关键技术集成研究;既

有工业厂区改造与功能提升技术研究;既有建筑、社区一体化绿色

改造、健康改造、适老改造、消防安全改造、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等宜

居改造与性能提升技术与装备研究;建筑与基础设施智能检测、监

测技术,高效修复、加固技术与装备研究;地下空间高效资源开发

适宜性技术研究;地下空间开发可持续发展技术、智能化地下空间

开发及工程建造技术研究;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技术体系研究;城

市公园绿地体检与生态价值评估技术研究;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

享技术研究;智慧停车管理与慢行交通系统建造技术研究;基于公

共交通导向(TOD)多功能综合体建造技术研究;全龄友好型城市

公共设施、公共环境、居家环境、信息环境评价与建造技术体系研

究;基于更新实施全流程的城市体检评估关键技术研究;社区体检

智能评估与诊断系统研究等.

四、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

主要包括:面向建造全过程的自主知识产权的 BIM 软件研

发;部品部件库及建筑信息模型统一标注标准编制研究;工业化建

筑数字设计关键技术和方法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建筑结构智能

化设计研究;数据驱动的建筑部品部件智能制造装备研发;施工现

场建筑机器人及智能建造装备研发;基于工地复杂场景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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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机互联系统研发;构建基于材料结构一体化的适应复杂需求

和严苛环境的新型结构体系研究;基于工业化建造的城市桥梁新

体系及其安全运营和韧性提升关键技术研究;研发适应工业化与

智能建造的新型建筑结构体系与关键技术研究;智能建造质量检

测机器人及质量保障追溯系统研究;基于材料特性的３D打印建

筑产品研究;面向智能建造的装配式建筑成套技术研究;既有建筑

装配式装修技术研究等.

五、城市安全与防灾减灾

主要包括:韧性城市构建顶层设计技术方法研究;城市内涝风

险诊断识别与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城市建设用地与自然空间蓄排

平衡技术方法研究;周边环境影响下既有建筑风险监测与预警评

估技术研究;超高层建筑风险排查、监测、预警、管控及损伤识别、

评估等关键技术研究;基于建设工程消防设施设备审批验收技术

集成研究;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城市地下空间灾害仿真模拟、预

警、协同管控技术研究;建筑能源安全测控装备与预警保障一体化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地下市政基础设施灾害风险防控技术研究;城

市街区应急避难和消防设施统筹建设关键技术研究;建设工程减

震隔震技术应用研究;城市医疗服务设施安全与风险防控研究;危

大工程施工安全关键技术研究;替代人工挖孔桩工艺的关键技术

研究等.

六、美丽宜居县城和乡村适用技术

主要包括:县城人居环境与生态建设空间布局模式、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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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与保护提升技术研究;美丽宜居县城精细化管理及制度创新

研究;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景观设计研究;小城镇基础设施

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技术、宜居社区建设技术、人居环境整治关键

技术、古镇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技术、小城镇有机更新与特色风貌

塑造技术研究;以县域为单元统筹的城乡融合发展体系、服务体系

和治理体系研究;县城－镇－村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径、指标体系和

建设规划方法研究;绿色宜居农房建造技术体系研究;传统村落保

护与安全宜居性能提升技术研究;现代宜居农房抗震设计和建造

技术、农房安全性与宜居性提升技术、乡土材料与新能源利用技

术、既有农房综合改造技术研究;农房综合防灾技术体系研究;县

域污水垃圾城乡统筹治理技术体系,小型化、生态化、分散化的污

水处理模式和处理工艺,小型化、分散化、无害化的农村生活垃圾

处置技术研究等.

七、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

主要包括:历史建筑测绘建档与动态监管综合技术方法研究;

历史文化街区消防安全提升技术研究;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

护关键技术研究;历史文化街区市政基础设施适应性改建与提升

技术研究;历史城区综合交通改善与停车适应性技术研究;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传承评估关键技术研究;传统村落适应性防灾减灾提

升技术研究;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编制的关键技

术研究;全国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一张图”动态监管技术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数字化采集和展示技术研究;遥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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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历史文化街区和风貌特色地段的集成应用研究等.

八、新城建技术体系

主要包括:城市地下管线普查数据质量评价方法研究及信息

管理平台研发;城市建筑、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体系与

要素编码研究;省级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建设与应用技

术研究与验证;支持 Web与云端渲染的CIM 图形引擎技术研发;

供水厂站智能运行关键技术研究;排水管网运行效能智慧化诊断

评估技术研究;城市降雨污染快速净化技术及监控预警平台研发;

城镇燃气设施故障智能感知与泄露防控技术研究;城市道路智慧

综合杆融合感知与协调控制技术研究;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构

建关键技术研究;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国产密码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数字化、智能化新型环卫基础设施研发;城市路桥设施全生命周期

实施模式及效能评估研究;海绵城市建设评估与智能化监控关键

技术研究;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平台技术集成研究;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智能化监管关键技术研究等.

九、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可持续发展

主要包括:着眼于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长远发展,回应人民群众

“好不好”新期待,对接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需求,推动建筑业转

型升级、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建立、住建产业经济体系构建、人才队

伍建设、工程审批制度改革等可持续发展的有关课题研究等.

十、住建行业实用惠民技术

主要包括:聚焦群众日常面对的“民生小事”,开展厨卫、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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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屋面及地下室等渗漏防治等惠民技术研究;住宅工程中梁

板、墙、柱等开裂问题的防治技术研究;楼板、墙体、门窗、建筑机电

设备等隔声降噪技术研究;外墙保温系统稳定防脱及外窗热工性

能提标技术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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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项目
承诺函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按照《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

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有关规定，我单

位提报的申报材料真实有效，要件齐备，知识产权清晰，申

报材料、项目负责人经我单位内部公示无异议。现予报送。

申报单位负责人： （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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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推荐 2024 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
计划项目的函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

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要求，我单位认

真开展 2024 年度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全

市（单位）共申报科技计划项目 X项，其中软科学研究类项

目 X项，科研开发类项目 X项。按照申报工作要求，我单位

对申报项目进行了资料审核、严格把关。

现推荐“XXX”等 X个项目申报 2024年度全省住房城乡

建设科技计划项目，请予审查。

联系人：XXX，所在部门：XXX，联系方式：XXX。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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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4 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项目
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申报

单位
申报人 联系方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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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属性:此件主动公开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７日印发


	
	主要包括：好房子建设的技术体系及关键技术研发；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和房屋质量保险等制度研究；建筑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