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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跃度评价工作进展顺利  

   2014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启动 2014 年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

跃度评价工作。对评价方式，采取联盟自报信息和联络组网络采集相结

合的方式。根据联盟自报信息情况，结合网络采集信息，联络组将组织

“评价工作小组”进行核实、开展评价。 

经过联络组逐家通知、耐心答疑、组织联盟提交自评价报告，成立

评价小组，对提交的材料进行核实、复查，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自评价

报告提交截止期，146 家试点联盟中的 116家完成提交。 

经过联络组对未提交自评价报告联盟的回访与分析，发现有三方面

的原因：1）个别联盟联系不畅，同时也存在未能及时提交评价报告，导

致其活跃度信息未能有效统计；2）联盟秘书处对此项工作无专人负责；

3）少数联盟表示不愿意提交本联盟活跃度信息。 

目前，相关统计分析工作正顺利进行，评价结果将提交科技部作为

制定支持政策的参考，并在中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站公布。 

（联盟试点工作联络组办公室） 

 

半导体照明联盟（CSA）组织专家为“十三五”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研发献计献策 

2 月 6 日，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CSA）组织国内

半导体照明和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研发和产业界的院士和专家召开研讨

会，研讨“十三五”相关方向的研发建议。 

第三代半导体主要是以氮化镓、碳化硅为代表的半导体材料，具备

禁带宽度大、击穿电场高、热导率大、电子饱和漂移速率高、抗辐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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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等优越性能，是固态光源、下一代射频和电力电子器件的“核芯”，

在半导体照明、5G 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消费类电子、智能电网、轨

道交通、雷达探测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预计 2020 年第三代半导体

材料及相关应用产业规模将超过 1 万亿，年节电超过 3400 亿度。当前各

发达国家加紧部署，引领并抢占全球第三代半导体市场。未来 3-5 年，

将是我国智能照明、超越照明和下一代移动通信及电力电子技术全面布

局的关键时期。 

自 2015 年以来，CSA 已三次面向半导体照明和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研发和产业界征集“十三五”研发建议，组织研发单位、生产企业和用

户等产业链上中下游单位的院士、专家召开研讨会，讨论“半导体照明”

和“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及应用”方向研发建议，以及结合科技计划管理

的相关精神，探讨项目如何组织实施，联盟智库正积极为国家“十三五”

研发工作部署提供支撑。 

（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 

 

太阳能光热联盟 2015 年理事代表大会召开 

1 月22 日，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15年理事代表

大会召开，来自35 家理事成员单位的40 余名代表参加了电话会议。 

会上，理事长王志峰博士向与会代表详细讲解了2014 年太阳能光热

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他说，从低温来看，2014 年，在科技层面我们启

动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太阳能储热供暖项目和太阳能平板集热器项目相

继启动。这是具有标志性和重要性的事件，表明太阳低温热利用技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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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国家很高的重视。2014 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给中控太阳能青海项

目的电价让大家似乎看了希望。但这个电价以及产生电价的机制并未进

一步推广，目前太阳能热发电价格又陷停顿。2015 年联盟会继续按照中

国太阳能热发电商业化“四步走”的战略推进合理电价的出台。 

联盟秘书长刘晓冰向与会的各位理事代表汇报了秘书处2014 年的

工作情况以及2015 年的工作计划。2014年在全体联盟成员单位的支持与

配合下，在联盟理事长联席会议正确领导下，联盟在联盟标准化工作方

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共批准颁布了6 项联盟标准，申请列为国家标准

的有7 项，还有6 项联盟标准正在研制中；在联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

设方面，共有七家成员单位准备申请联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在完善联

盟专利池建设方面，建设了联盟专利池制度，并有5 家单位准备加入，

已有2 家成员单位签署了本单位专利入池协议；在作为组织单位对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和联自筹项目实施监督管理方面，编制了《太阳能光热联

盟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项目管理体系文件、按照管理办法跟踪管

理“太阳能储热技术研究与规模化应用”项目、“太阳能高品质吸收膜

与平板集热器键技术研发”项目；此外，圆满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对产业

发展情况进行调研的任务；组织成员单位凝练了太阳能热利用产业共性

技术，并组织产学研共同攻关；成功举办了第四届联盟研究生论坛、第

三期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培训班、联盟成员单位互访活动等等。2015 年，

联盟将不断完善和举办各项日常工作，并不断努力创新、顽强拼搏，积

极推动我国太阳能光热事业的向前发展。 

（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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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加工联盟组织召开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式菜肴原料质量安全

检测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 2015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 

2 月 12 日，“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式菜肴原料质量安全检测

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2014BAD04B05）”课题 2015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

在京顺利召开。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副司长王喆、项目负责人北京工商大

学校长孙宝国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胡小松教授、联盟理事长王守伟教授、

秘书长乔晓玲教授以及来自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共 4 家课题

参与单位的 22 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课题负责人乔晓玲教授主持。 

会上，乔晓玲教授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预期目标、关键技术及

任务分解方案，并提出详细的课题管理及财务管理制度。随后各课题承

担单位负责人分别就各自任务内容、考核指标、实施情况及 2015 年工作

计划进行详细汇报。孙宝国院士在听取各课题组汇报后指出中式菜肴课

题的研究需要充分体现高科技性，并强调各课题组应严格遵守财务管理

制度，同时鼓励科研人员要高质量完成课题任务，争取在十三五期间取

得突破性进展。 

王喆副司长充分肯定了该课题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各参研单位优势互

补、高效合理的组织管理模式，他要求课题组进一步明确目标和任务，

严格遵守相关管理制度，结合计算机智能技术等跨领域高新技术，多出

能够落地转化的科技成果，以实效提升行业科技水平，支撑社会经济发

展。与此同时，要认真学习贯彻新的科技政策，紧跟形势，尽快适应新

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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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由联盟于 2013 年组织成员合作申报，2014 年正式获批启动。

本次工作会对课题完成情况做了全面总结并研究部署了 2015 年工作，有

利于本课题顺利实施。 

（肉类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 

 

闪联积极参与并提案 ISO/IEC JTC 1/SG1（智慧城市研究组） 

第三次全会 

3 月 4~6 日，ISO/IEC JTC 1/SG 1（智慧城市研究组）第三次全体

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英国、韩国、加拿大等成员

国的专家参会。中国代表团由来自中国电子技术标准研究院、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闪联信息技术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山东标准化

研究院、世纪互联等智慧城市等领域的 18 名专家组成。闪联张维华博士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并在会议上做研究组研究报告的框架提案。 

ISO/IEC JTC 1/SG 1 于 2013 年 11 月成立，目标是研究明确智慧城

市概念、智慧城市所需的关键信息技术、标准化差距分析、与国际上各

智慧城市标准化组织的合作机制，并提出后续 JTC 1 内开展智慧城市标

准研制工作的建议。SG 1 召集人和秘书均由我国的中国电子技术标准研

究院专家担任，现有成员 59 人，来自于 15 个国家和 IEC/SEG 1、ISO/TC 

268/SC 1、ITU-T/FG-SSG 等联络组织，来自闪联的张维华博士担任了研

究组的联合编辑。  

（闪联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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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联盟与人民政协报进行工作交流  

1月28日下午，人民政协报李将辉、王菡娟记者一行两人来到尾矿

联盟开展工作交流。尾矿联盟王书文副秘书长，杜根杰副秘书长，首席

专家倪文教授出席会议，联盟秘书处刘国军、李山梅列席。  

尾矿联盟首席专家倪文教授对尾矿、废石在混凝土中应用的技术特

点和实际使用效果进行了详细讲解。目前京津冀地区的建筑用砂石料基

本是靠开山炸石来取得的石灰岩质碎石，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水泥水

化后形成的C-S-H凝胶中的硅氧四面体不能在其表面形成共价键特征的

硅氧键合。而广泛分布于京津冀地区的磁铁石英岩型尾矿和废石由硅酸

盐矿物组成，表面有大量的硅氧断键和铝氧断键，C-S-H凝胶中的硅氧四

面体在较低钙硅比和较低混凝土水胶比的条件下能够与尾矿和废石表面

的硅氧断键和铝氧断键重新形成共价键特征的硅氧及铝氧键合，从而形

成高性能混凝土，提高混凝土性能参数和延长使用寿命。采用尾矿和废

石用于建筑砂石料已经在北京地区成功应用12年，其尾矿和废石主要来

自北京市北部区域的密云铁矿，已经形成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禁止

开山炸石，可以有效减少京津冀地区PM2.5的排放。经测算，京津冀地

区每年建设用砂石料的总消耗量约6亿吨，大部分是采用开山炸石取得，

向大气中排放潜在的PM2.5形成物8457.6万公斤，相当于640万辆机动车

的总排放量，超过了北京市全部机动车的排放量。  

李将辉主编听取讲解后表示，利用尾矿与废石替代开山炸石用于建

筑砂石料具有非常好的生态环境效益。首先，禁止开山炸石可以有效减

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利于保护好京津冀地区自然环境；其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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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开山炸石所使用的硝基炸药的使用量，有利于京津冀地区雾霾的

防治；最后，利用尾矿和废石作为建筑砂石料实现了废物资源化，减少

了尾矿和废石的堆存量，降低了尾矿库安全问题。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情。人民政协报作为新闻媒体，将加大对尾矿与废石替代开山炸石用于

建筑砂石料应用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环境保护的意识。同时，要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帮助京津冀地区禁止开山炸石生产建筑砂石料的议案向

前推进。 

（尾矿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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