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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度粤深联合基金粤港澳研究团队

项目申报指南

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通过研究团队的支持方式，围绕深圳

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需求，在科技前沿领域支持粤港澳科

技人员联合组建研究团队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培育国际

化研究团队，提升粤港澳基础研究合作水平，助力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一、申报条件

（一）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须为深圳地区的省基金依托单位，

且应联合香港或澳门的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共同申请。

（二）研究团队应是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勇于创新、团结

协作、优势互补的优秀科研群体。

（三）申请人为团队项目的第一负责人，是研究团队的协

调人，应为广东省内省基金依托单位的在职人员或双聘人员

（须在系统上传本人在依托单位的在职证明、聘用合同、近三

个月社保证明、个税缴纳证明等至少一项），具有主持国家或

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基金项目）的经

历（须在系统上传相应项目合同书、任务书或结题批复件等）。

（四）团队成员不超过 20人。其中，团队核心成员不多

于 5人（含协调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职称），且至少包括 1名港澳合作机构人员。在读研究

生或在站博士后不能作为研究团队项目的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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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已获得过省基金研究团队项目的协调人不得再次担

任研究团队协调人。

（六）符合通知正文的申报要求。

二、资助强度与实施周期

项目资助强度为 200万元/项，实施周期一般为 4 年，项

目经费一次性拨付。

三、预期成果要求

（一）在重点领域、方向上有力推动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

研究团队的国内外影响力明显提升；在重点科学问题研究上取

得突破，支撑关键核心技术发展。

（二）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

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

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不少于 2篇

（以标注基金项目为准），或申请相关发明专利不少于 2件，

其中项目牵头单位与港澳机构合作发表论文不少于 1篇。提交

科技报告不少于 1份。

（三）鼓励在专著出版、标准规范、人才培养、成果应用

等方面形成多样化研究成果。

四、申报说明

（一）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请选择“区域联合基金—粤港

澳研究团队项目”专题，并按照指南支持领域和方向申报，准

确选择指南方向申报代码和指南标明的学科代码。

（二）项目须由深圳地区依托单位牵头，且至少应有 1

家港澳地区机构作为合作单位共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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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领域与方向

本年度粤深联合基金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围绕信息、地球

科学领域共设置 3个研究方向，每个研究方向拟择优支持 1项。

（一）信息科学领域

本领域重点支持重大前沿领域的交叉学科技术研究，在光

电子器件与集成技术、面向真实世界的智能感知与交互计算、

大数据环境下人机物融合系统等方面取得突破，取得一批国内

（国际）领先（先进）的研究成果，提升本地基础与应用基础

研究能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源头性技术支撑。主要研究方向如下：

1.面向 6G 的超高速复合微纳光子器件研究（申报代码：

SZ2101，学科代码：F05）

面向未来 6G网络对无线通信和光纤通信的端到端超高速、

低延迟、低功耗信息传输需求，研究基于电光高分子聚合物和

硅基集成光学的太赫兹带宽电光调制器。立足于有机和高分子

电光材料的应用基础，通过收敛合成、分子自组装和可控自发

化学交联等分子工程手段，完成电光高分子材料的高效率、低

成本制备和薄膜加工，又实现其超高电光系数、优异的热和光

化学稳定性；研究和优化微纳结构中电场、光场等多物理场耦

合及相互作用的机理，在此基础上研究超高速、高效率片上光

场调控新原理和新方法；研究电光高分子聚合物和硅基集成光

学的复合集成技术和工艺，优化光子器件的电光系数；最终结

合硅基集成光学技术和电光高分子聚合物，优化电场与光场相

互作用，实现对光场的超高速调制。

2.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智能汽车仿真测试模拟器开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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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申报代码：SZ2102，学科代码：F02）

通过对 AR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趋势分析，开发针对未来智

能座舱的整体测试环境和仿真系统，构建车内多通道信息交互

架构等；结合智能驾驶、增强现实等技术特征，定标国际智能

驾驶功能仿真测试标准，对智能汽车仿真测试模拟器智能辅助

驾驶进行相应的设计、完善、升级与改造；开发基于增强现实

技术的智能汽车仿真测试模拟器，形成模拟器评测体系，输出

包括评测方法、评测流程、评测指标、评测任务等相关内容，

为国内汽车产业智能驾驶座舱用户体验的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从而与国际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相衔接。

（二）地球科学领域

本领域重点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大气复合污染机制研究，在

大气污染的海陆交互作用等方面取得突破，取得一批重要的科

学发现，提升本地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能力，为区域大气污染

防治提供科学基础与技术支撑。主要研究方向如下：

1.海-陆大气物理化学相互作用及其对粤港澳大湾区空气

质量的影响研究（申报代码：SZ2201，学科代码：D05）

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大陆与海洋气团相互影响规律，聚焦海

洋源关键大气化学组分的排放、演化及与大陆源污染物的相互

作用，揭示其海-气交换过程、环境调控因素并量化其通量，

以及与大陆源污染物相互作用的关键光化学、非均相反应、液

相反应过程及影响，评估其对大气氧化性、臭氧及二次气溶胶

生成的影响，据此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措施建

议，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