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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2018～2019 年度 

“新能源汽车”重大科技专项申报指南 

 

按照省委十二届二次、三次、四次全会和全省科技创新大会

部署，为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

展的意见》等提出的任务，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启动“新能

源汽车”重大科技专项。现发布 2018～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大专项总体目标是：抓住新能源、新材料、集成化、智

能化等科技带来的新一轮技术变革机遇，超前部署研发下一代技

术，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升级动力系统技术平台，

实现关键零部件及系统集成工艺国产化，健全新能源汽车科技创

新体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引擎。 

本重大专项 2018～2019 年度共设置 6 个专题，拟支持 14 个

项目（不含开放性课题），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3 年。项目申报

须涵盖该任务下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每个项目设 1

名总负责人，参研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6 个。 

专题一：动力电池及管理系统（专题编号 0908） 

项目 1：高安全长寿命锂硫动力电池技术 

（一）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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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高安全性、高载硫量、高比容量的硫电极材料，研究高

安全性的锂硫电池专用电解液或固态电解质，开发具有高库伦效

率和良好循环稳定性的锂负极，获得本征安全锂硫电池；开展硫

电极、锂电极以及锂硫电池的设计与制备技术研发，搭建高通量

制备和测试平台。开展产业化技术研发，开发长寿命锂硫动力电

池单体，开发工程化制造工艺技术和配套装备，研究小型化集成

封装技术；结合电池管理系统，组装锂硫动力电池系统，实现装

车运用。 

（二） 考核指标。 

单 体 电 池 重 量 比 能 量 ≥400Wh/kg ， 循 环 寿 命 ≥500 次

（80%DOD），自放电率≤2%/月，库伦效率≥99%。建立一条中试

生产线，实现批量制造锂硫电池，电芯成组率大于 80%，电池系

统重量比能量≥280Wh/kg，体积比能量≥450Wh/L，装车电池组能

量大于 30kWh，装车运行不低于 10 套，平均无故障里程≥5000km，

安全性达到国标要求。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10 项。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不超过 2500 万元，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项目 2：高安全快充型动力电池技术 

（一） 研究内容。 

开发高安全、高能量密度、快充型动力电池材料，包括三元

正极材料、功能化负极材料、高电导电解液、高离子传导性隔膜



 
 - 8 -

等。设计基于快充模型的高功率电池系统，研究电池集成技术、

高能量密度和高功率电极的制备工艺、电池装配工艺及自动化工

程设备，研究电池功率特性、环境适应性、一致性、可靠性的工

程化控制技术。开发基于 AUTOSAR 架构的电池管理系统、DTS

调测跟踪系统和热管理系统；开展快充型电池系统的安全设计与

防护系统研究，开发具有防爆功能的封装结构、电池包结构，研

究火灾蔓延控制及消防安全措施。 

（二） 考核指标。 

快充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190Wh/kg（常温 3℃及以上），

循环寿命≥2000 次（80%DOD）；全寿命周期 SOC 估计误差≤±3%，

电流电压温度采集同步时间小于 200ms，系统成本≤1.0 元/Wh；装

车运行数量≥1000 套。提交动力电池系统结构安全设计规范，单体

电池之间的温差≤2℃，电池包爆炸当量可控，不超过两个电池单

元；安全性达到国标要求。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5 项。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 1000 万元左右，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项目 3：动力电池系统检测评价与服务平台建设 

（一） 研究内容。 

研究各种动力电池单体、模组和电池系统的性能、可靠性、

安全性的评估方法；研究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功能评价方法、关

键技术指标检测方法、软硬件测试系统和功能安全评估技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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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综合检测服务平台，提供电池产品性能、环境、可靠性、安全

性测试、数据分析和国际市场准入认证等服务，提供专项培训服

务，利用测试大数据辅助编制行业标准。探索新体系电池的检测

评价技术及相关标准。 

（二） 考核指标。 

建立动力电池单体、模组、电池系统检测评价平台，推动国

家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形成电池单体、模组、电池系统的电性

能、工况模拟、环境可靠性和安全检测方法，建立电池管理系统

的功能安全与性能评估体系。每年服务动力电池相关企业 50 家以

上,取得 3 项以上国家或国际认证授权资质，提交国家、行业及社

会团队标准建议草案 5 项以上，其中至少包括 1 种新体系电池的

相关标准。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5 项。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 1500 万元左右，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专题二：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专题编号 0909） 

项目 1：燃料电池发动机用超高速无油空气压缩机开发 

（一） 研究内容。 

开发适用于高速电机的气体动力箔片轴承或动压气体轴承；

研究电机转子磁钢紧固设计与加工工艺，研究电机转子磁悬浮减

振技术；研究高压缩比、高效率及低噪音叶轮的设计、加工与评

估方法，研究永磁电机高效率控制技术。开发高响应、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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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速、无油离心式空气压缩机，研究批量化制备技术；研究高

低温环境下的自适应控制策略；研究涡轮增压技术，回收尾气余

压能量。建立燃料电池空压机综合测试平台及规范标准。 

（二） 考核指标。 

开发 60-120 千瓦燃料电池发动机用超高速无油空气压缩机产

品 1 款，掌握 90%以上核心零部件生产技术，实现批量化生产及

整车应用。空压机重量≤15kg，环境适应性：-30～85℃；电机额

定转速≥12 万转/分钟，功率消耗小于燃料电池输出功率的 15%，

近场噪音≤60dB；空压机寿命≥8000 小时，额定压缩比≥2.2，额定

空气流量≥110g/s，压力波动偏差≤3%，整体绝热效率≥75%，振动

最大均方根加速度≤3grms，抗振等级符合 ISO 16750 标准，怠速

至额定转速响应时间≤3s。申请发明专利 5 项以上。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不超过 4500 万元，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项目 2：高性能长寿命膜电极及燃料电池堆工程化制备技术 

（一） 研究内容。 

研究高性能膜电极工程化制备技术，包括：高活性低铂催化

剂以及催化剂稳定化技术研究，高活性催化层构筑及制备技术研

究，过氧化氢消除技术研究，高效气体扩散层制备技术研究。研

究高性能 CCM 与 MEA 工程化装备批量制造技术，开发高功率密

度、高稳定性、长寿命、低成本的膜电极。开发高比功率、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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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燃料电池电堆，包括：高功率电堆极板流场与堆型设计研究，

新型高效低成本双极板的批量制备技术研究，高耐久性密封组件

的精密原位快速成型制备技术研究，电堆快速在线活化、气密性

快速在线检测与装备制造技术研究。 

（二） 考核指标。 

高活性低铂催化剂：RDE 测试酸性条件下的 ORR 活性高于

0.4A/mg Pt@0.9V，铂含量≤10%，循环 3000 次衰减≤40%；实现小

批 量 生 产 并 应 用 于 膜 电 极 的 制 备 。 膜 电 极 ： 比 功 率

≥1.0W/cm2@1.5A/cm2 、 ≥1.4W/cm2@2.4A/cm2 ， 铂 使 用 量

≤0.3mg/cm2；寿命≥8000 小时（乘用车）和≥20000 小时（商用车），

CCM“卷对卷”连续化产能≥400 米、生产线速度≥5 米/分钟，MEA

连续自动封装、单片封装时间≤2 分钟。车用燃料电池堆：额定功

率≥60kW，比功率≥3.0kW/L，活化时间≤1 小时，低温冷启动环境

温度−30℃，运行 3000h 电压衰退≤3%，寿命≥8000h（乘用车）和

≥15000h（商用车）；量产电堆成本≤1500 元/kW。金属双极板：

接触电阻≤5mΩ/cm2，腐蚀电流≤0.5μA/cm2@0.8V，寿命≥10000 小

时。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 3500 万元左右，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项目 3：燃料电池乘用车整车集成及动力系统平台开发 

（一）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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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燃料电池整车动力集成技术，开发全新燃料电池量产平

台，包括整车动力功能定义、结构性能分析、水/热管理设计、电

气方案设计、氢安全技术、整车设计与关键零部件选型等。研究

动力系统集成匹配与能量管理策略、冷启动性能分析等，研究低

成本车载供氢技术和氢-电安全技术，开发产品级的燃料电池电控

系统硬件平台与控制软件。研究故障诊断和容错控制技术，研究

整车可靠性及耐久性技术，进行整车标定和整车测试并建立测评

体系，开发制定燃料电池整车样车试制流程和工艺方法，研究燃

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流程、监控方法及安全规范。 

（二） 考核指标。 

开发高性能燃料电池乘用车 1 款，并获得国家公告。乘用车

性能：最高车速≥160km/h，续航里程≥600km，0～100km/h 加速时

间≤12s，最大爬坡度≥30%，耗氢量≤1.0kg/100km，实现低于-30℃

低温冷启动，平均无故障里程≥8000km。燃料电池发动机额定净输

出功率≥60kW，最高效率≥60%，装车使用寿命≥5000h（实测不低

于 1000h）。实现高性能燃料电池乘用车在广东省内示范运营。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不超过 3000 万元，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专题三：电机驱动及电力电子总成（专题编号 0910） 

项目 1：高性能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总成关键技术 

（一）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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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基于碳化硅功率模块的高效、高功率密度、高性价比的

车用电机控制系统。开发基于 AUTOSAR 架构的动力电池管理系

统、电机控制系统、整车控制系统软件平台；开发一体化热管理

系统。开发一体化高效多档位变速传动系统，集成电子驻车系统

和坡道辅助起步系统。开发新型多功能高压集成系统，实现电机

控制器、变速器控制器、双向车载充电机、大功率 DC/DC 模块和

高压配电系统的集成。 

（二） 考核指标。 

电机控制器功率密度≥90KVA/L，额定功率≥80kW，峰值功率

≥160kW，重量≤5kg，最高效率≥98.5%；电机系统效率≥85%的高

效区超过 90%，转矩控制精度误差≤±2%。一体化热管理系统减少

整车热管理能耗 20%以上。多档位变速传动系统效率≥97.5%，换

档过程扭矩波动持续时间≤100ms，转矩波动≤10%。车载充电机、

DC/DC 模块实现板级集成，充电机最高效率≥97%，DC/DC 最高

效率≥96%；新型多功能高压集成系统比分立式系统体积减小 30%

以上、成本降低 20%以上，环境抗振等级达到 100m/s²，工作温度

范围达到-40～65℃；统一软件开发平台安全性能达到 ISO 26262 

ASIL-C 等级。动力总成装车应用不少于 1000 台，至少为 2 家整

车厂供货。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10 项。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不超过 2000 万元，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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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高性能长耐久一体化电驱动系统集成及产业化 

（一） 研究内容。 

研究电驱动总成集成及轻量化，包括总成润滑、电机结构设

计、电机电磁仿真、电驱动冷却技术等。分析动力总成固有频率

和振动响应，优化电机控制算法，研究低噪声技术，包括电磁噪

声抑制、谐波注入、微观齿轮修形等。研究减摩擦技术，降低铜

损、抑制铁耗。精细分析总成部件载荷，研究机械部件仿真与寿

命预测方法，优化电驱动系统长耐久设计。研究关键制造工艺，

建立一体化电驱动系统柔性自动装配生产线，开发生产制程管控

系统（MES），建立全面生产监控管理体系，建立全功能试验验

证体系。 

（二） 考核指标。 

装车动力总成峰值功率密度≥2.0kW/kg，动力系统最高效率

≥93%，动力总成电机最高转速≥15000rpm，输出峰值扭矩密度

≥38.5N.m/kg；总成近场噪音≤70dB，使用寿命≥30 万公里，批量装

车不低于 10000 套。生产线自动化程度达到 80%以上，形成一体

化电驱动系统测试标准一套，参与编制国家、行业标准不少于 3

项，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10 项。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不超过 3000 万元，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专题四：整车制造与轻量化（专题编号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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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混合动力汽车新一代机电耦合系统研发 

（一） 研究内容。 

开发混合动力专用高热效率发动机，提高发动机节能水平，

降低污染物排放。研究电机与传动系统的集成设计及复杂模式控

制问题，解决整机 NVH/EMC 问题；研究高转速旋转件的损耗机

理，提高部件寿命；开发高功率密度油冷电机，发展电机绕组新

生产工艺；设计小型化高功能密度的驱动电机、发电机一体化控

制器；开发离合器系统、动力传动系统和制动能量回收系统。研

究以智能感知、精准控制为核心的整车控制技术，研究智能热管

理系统；研究整车控制策略，包括动力总成转矩控制、多能源管

理、多动力分配策略等；开展远程故障诊断研究，开发安全预警

系统；开展整车集成测试，综合提升动力性和经济性。 

（二） 考核指标。 

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热效率水平达到 42%，升功率水平达到

52Kw/L。机电耦合系统最高机械传动效率≥95%；电机的峰值转矩

密度达到 10N.m/kg，峰值功率密度达 2.5kW/kg。机电耦合系统搭

载混合动力乘用车，装机不少于 1000 台，0-50km/h 加速时间≤4s，

0-100km/h 加速时间≤8s；混动油耗≤4.5L/100km，NEDC 工况油耗

值较同级别传统燃油车低 40%。形成新技术工艺 2-3 项，发表高

水平论文不少于 5 篇，申请专利不少于 10 项。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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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超过 4000 万元，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要求项目牵头单位

为企业。 

项目 2：汽车用复合材料零部件热塑性智能化生产线开发 

（一） 研究内容。 

开发车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的热塑性智能化生产线，研

究碳纤维与热塑性高分子树脂间充分浸润及界面强度技术、自动

化连续成型技术及制造装备；研制纤维树脂柔性生产设备、模压

工艺设备，优化汽车零部件模压技术，开展性能验证评价。 

（二） 考核指标。 

完成 2 种以上新能源汽车车身关键防撞部件的设计与制造，

重量较合金降低 15％，结构强度提高 5％，碰撞安全性提高 10%，

弯曲和扭转刚度不低于金属部件，安全性满足国标要求。单部件

成型速度≤120 秒/件，年产能力≥10 万件产品。建立车用复合材料

快速仿真、设计优化软件 1 套，结构验证虚拟试验系统 1 套。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不超过 1000 万元，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项目 3：分布式智能充电关键技术 

（一） 研究内容。 

研究新能源汽车充电检测一体化设备，设计开发标准化、模

块化的充电组件，研究高效双向充电模块及控制方法，研发基于

碳化硅器件的电路拓扑及控制技术；研究充电设施高精度液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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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开发故障采集传感器，研究电池检测与在线追溯的分布式算

法，实现故障预警与远程处置。开发基于云平台的大规模充电设

施智能运维系统，实时采集充电数据及车辆电池数据，配合电网

能量调度和充电站高效运营自动管理充电电流，优化充电、放电

行为，统筹充电负载。在一定规模居民小区开展充电检测一体化

设备及智能运维系统的示范运用。 

（二） 考核指标。 

开发 1 款长周期免维护的充检一体化设备，可远程定位 90%

以上的故障，自动完成轻微故障的远程处置；单机功率≥150kW，

输出电压 200-750V、电流 5-250A，设计寿命≥8 年，保养周期 1

次/2 年。开发一款基于新型碳化硅器件的高效率充电模块，最高

功率 20kW，整机效率≥98%（半载、满载），功率因数 0.99，输

出直流电压 200-750V，输出电流 1-30A。智能运维系统实时采集

误差小于 2%，实现主要功能，安全性达到国标要求。示范运用小

区部署不少于 5 个充电站、50 台充电设备。申请发明专利 5 项以

上。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 1000 万元左右，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专题五：智能网联汽车（专题编号 0912） 

项目 1：智能网联关键技术 

（一）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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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速运动中的高精度视觉传感器目标识别技术，开发高

速大基线立体视觉系统，研究实时立体匹配加速技术；研究高精

度快响应固态激光雷达及目标识别技术；开发环境感知系统，设

计多传感器融合算法。研究基于多级感知的车辆协同/车路协同控

制及决策技术；开发低时延、高可靠、高密度的 C-V2X 量产化模

组，研究 V2X 与传感器的数据融合和自动控制技术。研究高效的

信息安全防护技术，开发 DSRC/LTE-V/5G 多模通信终端，建立基

于交通大数据的监控云平台。研究 L4 及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技

术；研究可量产、可商业化应用的场景定义与场景自动识别。设

计 L4 及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模拟仿真测试平台，建立测试标准，

开展实际路测。 

（二） 考核指标。 

视觉传感器能够精确识别目标，立体视觉系统准确识别距离

大于 100 米，立体匹配误差小于 3.5%，密集度>90%，在 1080P

分辨率下匹配速度大于 30fps；雷达传感器稳定识别距离大于

200m，测量精度达到 2-5cm，角分辨率达到 0.05°，成本降到千元

以下，实时定位响应时间小于 20ms。车路通信、车车通信覆盖范

围大于 1km，路侧单元和车载单元支持并发端用户数大于 128，系

统运算时延小于 100ms，数据传输速率 3-100Mbps，车车之间信号

更新频率达 10Hz，车辆数字证书更新周期小于 5 分钟，支持应用

场景数量大于 20 个。系统安全性、稳定性达到行业标准。申请发

明专利不少于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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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不超过 2000 万元，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项目 2：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应用示范 

（一） 研究内容。 

在特定行业、场景运用自动驾驶汽车，开展 L3-L4 级应用示

范。开发基于云计算的可视化管理平台，实现对自动驾驶车辆多

种场景下的监控管理和协同联动；建立全流程安全管控体系，实

现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开展虚拟实景相结合的智能网联试验测试，

建立信息、系统和整车的测试评价方法。探索示范区的设计方法、

建设方法、组织实施和运行管理方法。 

（二） 考核指标。 

车辆能自动识别、准确匹配所在场景，自动驾驶最高速度不

低于 60km/h，至少完成封闭环境 50 个场景、开放环境 100 个场景

的建设与测试；信息安全技术达到 CSAE 标准，渗透测试达到行

业标准。车辆在 0.1 米～150 米范围内无环境感知盲区，多目标检

测准确率≥95%。开放式示范园区面积不小于 1km2，用于示范的无

人驾驶车辆≥1000kg，其中 L4 级不少于 10 辆，L3 级不少于 100

辆。形成测试标准、规范方案不少于 10 项。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资助额

度不超过 1500 万元，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牵头单位应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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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建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区建设。 

专题六：广东省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专题编号

0913） 

项目 1：编制广东省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路线图 

（一） 研究内容。 

把握下一代技术发展新趋势，立足我省产业基础，落实粤港

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广东省纯电动汽车、氢燃

料电池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 3 大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2018 年～

2030 年），提出近、中、远期目标，定期发布有关研究报告与参

阅资料，为加强我省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协同创新提供清晰指

引，为相关部门支持重点领域建设和创新资源布局提供重要参考，

为确立产业技术发展方向提供科学依据。 

（二） 考核指标。 

建立高水平专家智库，识别未来 15 年新能源汽车技术的重点

发展方向、关键技术及其优先级，引入全国创新资源，研究并提

出各方力量协同推进汽车技术创新的行动指南。所编制的技术路

线图每年进行一次动态评估，并定期发布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

及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报告。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 1 个项目，采取定向委托的方式组织立项，资助额度

360 万元左右，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专题七：开放性课题（专题编号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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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内容。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紧扣国家和广东省产业发展需求，立足

补短板、建优势、强能力，自主创新开展前沿尖端技术预见研究、

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行业创新应用等。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新体系电池技术、电池梯次利用技术、新结构驱动电机、氢燃料

的制储运、IGBT 控制芯片、ADAS 处理芯片、32 位 MCU 控制芯

片、车载传感器、车载电子电器、无人驾驶技术、汽车智能制造

技术与装备等。 

（二） 考核指标。 

本方向不限制技术参数指标，鼓励和支持学术思想新颖、立

论根据充足、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技术路线合理的项

目，总体水平应达到国内外一流。前沿尖端技术、颠覆性技术预

研课题完成时需提供同行评价，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 篇以上；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课题完成时需提供用户评价，申请发明专利 2

项以上；行业应用创新课题完成时需提出完整技术解决方案，完

成 1 个以上典型场景应用，同时提交同行评议和用户反馈意见。 

（三） 支持方式与强度。 

拟支持不超过 3 个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无偿资助方式立

项；资助额度每项不超过 1000 万元，具体根据财务评审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