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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年江西省 03专项及 5G 项目申报指南

2023年江西省 03专项及 5G 项目主要围绕《智联江西·江西

省移动物联网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2023年

江西省推进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

转移转化试点示范工作要点》及相关产业链重点任务，坚持问

题和效果导向原则确定重点支持领域和项目实施要求。

一、组织方式及资助形式

（一）组织方式

项目遴选采取直接委托和公开竞争两种方式，确定项目承

担单位。

1．直接委托类。另行通知。

2．技术攻关类和示范应用类项目采取公开竞争方式组织申

报、遴选。

（二）资助形式

全部采取无偿资助。

二、支持强度和执行年限

（一）支持强度：省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额度为每项 80万元

-120万元。项目申报单位应认真做好经费预算，据实申报。项

目立项后，省财政专项资金实际资助额度少于申请额度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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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部分由项目承担单位自筹配套解决。

（二）执行年限：1-2年。

（三）资金拨付

立项后先拨付 80% ，余下 20% 资金待项目中期检查合格后

进行拨付，中期检查不合格的项目在整改完成检查合格后拨付，

仍不合格的不再拨付。

三、支持类别和方向

2023年度 03专项及 5G 项目共分：技术攻关类和示范应用

类两个类别。

（一）技术攻关类

（1）数智化产品研发

研究内容：①中高射频器件、低功耗模组、工业网关等网

络设备及核心器件的研发；②A IN 超声传感器、固态激光传感

器、磁传感器、氯离子/大肠杆菌等水质在线监测传感器、光学/

电化学毒品监测传感器、光学智能穿戴传感器等智能传感器研

发；③物联网感知设备、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

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工业级智能硬件、工业控制器、

5G -V 2X 车联网终端设备、消防智能终端等数智化产品研发。

考核指标：①形成新产品（或新技术）1项，经国家法定部

门检测，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或国内先进）水平；②申请

发明专利 1项以上；③形成示范应用场景 2个以上。（不支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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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 4G 改 5G 的项目）

（2）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①人工智能领域：面向人工智能数据安全和算

法安全测试技术研究；面向人机交互的多模态智能分析理解技

术研究；面向联邦学习等隐私计算领域的算法研究；面向机器

视觉和特定领域的工业视觉检测技术研究；面向数字人平台的

算法研究等。②虚拟现实领域：面向重点行业领域、特定应用

场景的 V R 行业终端设备研究；面向实时动作捕捉、语音交互、

眼球追踪、触觉反馈、表情识别等技术的研究；面向 V R 相关基

础理论、数据处理和场景合成等共性技术研究；面向 V R 网络分

发服务和应用聚合服务的技术研究；面向 V R 软硬件、V R 内容

产品测试、认证服务等方面的研究。

考核指标：①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软件 1套；②申请发明专

利不少于 2项或 SC I二区及以上论文不少于 2篇；③形成示范

应用场景 1个。

（3）网络安全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聚焦端、管、云和平台，面向高安全物联网需

求领域的物联网安全监测与产品安全评估技术研究；面向生产

性物联网领域，尤其是工业物联网及车联网领域，物联网、终

端及应用的安全防护技术研究；面向消费物联网的风险管控及

网络、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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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①建立统一的物联网安全管理监测平台；②申

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1项或 SC I二区及以上论文不少于 1篇；③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软件 1套。

（二）示范应用类

申报要求：示范应用项目应明确项目自筹资金不低于支持

额度的 2倍，并对资金筹措情况加以说明。

（1）品牌工程培育升级

研究内容：持续推进智赣 119、电摩卫士、智慧水利、数字

乡村、智能制造 5个百万级应用量质提升，推动在智慧教育、

智慧康养、智慧交通等重点民生服务与社会治理领域新培育 3

个百万级行业应用。鼓励和支持基于已汇聚的行业大数据开发

功能多样化的公共信息服务，推动数据价值化。促进 03专项成

果在民生服务及治理领域形成规模应用，培育一批具有江西本

土特色的示范应用品牌。

考核指标：建立示范应用 1个，申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软件著作权 2项，形成新增连接数或新增用户数达十万量级。

（2）重点产业标杆示范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 2+6+N 产业、重点产业链以及农业产业，

重点在有色金属、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化、建材、纺织、

食品、汽车、新能源、中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以及深化物联

网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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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能化升级。

考核指标：获得智能化新装备 1套或解决 2个以上智能化

改造问题，设备需具备国家相关检测机构的专业认定，建立示

范应用 1个，申请软件著作权 2项以上，申请发明专利 1项以

上，生产效率提升 30% ，运营成本降低 10% 以上。

（3）民生及社会治理领域多行业融合示范应用（品牌工程

领域以外）

研究内容：推动加密工具、隐私保护分析技术、数据管理

工具等技术应用，探索量子密钥与网络通信融合的量子安全和

跨链协同的区块链安全在政务信息和城域通信安全场景下应用

示范，开展数据流通相关安全技术研发和服务，促进不同场景

下数据要素安全可信流通，实现“技术治理”，加速治理协同。

考核指标：建立至少两个行业融合的示范应用 1个，解决 2

项以上智能化治理问题，服务用户数达万量级。

（4）V R 特色应用

研究内容：支持 V R /A R 技术在工业制造、智慧城市、智慧

城市、智慧康养、智慧乡村、教育元宇宙、文旅元宇宙、智慧

交通、应急救援等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 1个，示范

应用 2个，应用场景用户数达千量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