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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专业技术类院级资助项目 

申报指南 

 

为加强对各单位申报专业技术类院级资助项目指导的科学性、规

范性和针对性，人事局结合工作实际，针对各级资助项目的组织实施

要求，对各级资助项目的申报进行说明。 

专业技术类院级资助项目是指由研究所组织实施的专业技术类领

域培训班，按照全院四级培训项目体系进行管理，即：所级培训项目

（基础体系）、院级培育项目（培育体系）、精品培训项目（示范体

系）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推广体系）。其中，研

究所制定并报送院的 2025 年度培训计划，均纳入所级培训项目进行管

理；院级培育项目、精品培训项目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

目纳入院级资助项目进行管理，各单位根据实际工作需求，须在年度

培训计划报送工作中进行定向申报。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 关于“院级培育项目”申报 

院级培育项目是以所级培训项目为基础，研究所年度培训计划中

的“专业技术研修班”“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学术讲坛”均可申报院级

项目资助，人事局将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院级培育项目”开展推

荐工作，择优遴选。 

（一）专业技术研修班 

1．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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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科研人员队伍建设，促进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为广大科

研人员了解科学前沿新知识、新技术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不断更新知

识，2025 年院将继续择优资助研究所举办专业技术研修班。专业技术

研修班时间不少于 3 天，参加人员为科研人员，采取主题报告、专题

研讨、学术交流、现场教学等多种方式进行研修，培训内容以更新专

业知识、拓展知识领域、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主。 

2．院级资助项目遴选原则 

拟遴选 10 个左右专业技术研修班纳入院级培育项目计划，重点支

持方向见附表（下同）。 

3．资助力度 

入选院级培育项目，资助每个班次上限 5 万元。 

4．申报方式 

各单位 2025 年度院级培训项目资助须通过“中国科学院继续教育

网”（www.casmooc.cn）进行线上申报，申报院经费资助的“专业技术

研修班”培训计划，需在 2025 年培训计划申报系统中“是否申请资助”

一栏选择“是”。 

（二）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 

1．申报要求 

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使科技人员适应科学技术的

发展，不断掌握技术领域的新技能、新方法，开拓视野，提高科学实

验技能和实验仪器的使用效能，2025 年院继续择优支持研究所举办专

项技术短期培训班。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时间不少于 3 天，以科技人

员为主要培训对象，通过专项技术培训、专题讲座、技术观摩、实地

考察和实践技能交流等形式，加强实验技术教学指导，提升其素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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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鼓励各研究所联合施训，促进各类资源的协调与整合，实现培训

资源的共享。 

2．院级资助项目遴选原则 

拟遴选 10 个左右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纳入院级培育项目计划。 

3．资助力度 

入选院级培育项目，资助每个班次上限 5 万元。 

4．申报方式 

各单位 2025 年度院级培训项目资助须通过“中国科学院继续教育

网”进行线上申报，申报院经费资助的“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培训计

划，需在 2025 年培训计划申报系统中“是否申请资助”一栏选择“是”。 

（三）学术讲坛 

1．申报要求 

为帮助科技人员跟踪国际科学前沿，加强与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

合作和交流，2025 年院将继续鼓励研究所邀请国外一流科研机构或大

学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在线直播等形式面向国内人员举办学术讲座或

专题报告。单场讲座或报告学时不少于 2 学时，每年围绕相关主题不

定期举办系列讲座或报告 4-6 场。 

2．院级资助项目遴选原则 

拟遴选 20 个左右学术讲坛纳入院级培育项目计划。人事局提供课

程拍摄制作、直播、开发线上培训专栏及推送服务，并在中国科学院

继续教育网形成“学术前沿论坛”专题课程。 

3．资助力度 

入选院级培育项目的学术讲坛，院将以专项技术支持的方式纳入

全院“前沿课程”进行建设。 

4．申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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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 2025 年度院级培训项目资助须通过“中国科学院继续教育

网”进行线上申报，申报院专项技术支持的“学术讲坛”培训计划，需在

2025 年培训计划申报系统中“是否申请专项技术支持”一栏选择“是”。 

二、关于“精品培训项目”申报 

精品培训项目是以院级培育项目为基础，研究所曾举办过的“精品

培训项目”或获得过院级资助的“专业技术研修班”“专项技术短期培训

班”等，可申报院精品培训项目。人事局将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精

品培训项目”开展推荐工作，择优遴选。 

（一）申报要求 

培训班至少已举办过 1 次；培训班时间不少于 4 天，面向院内单

位开放，参加学员不少于 70 人；培训内容有前瞻性、实用性和针对性，

能够围绕抢占科技制高点重点任务，针对重点人群、重点领域开展的

培训班次，重点加强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相关领域科技人才的培

训。培训项目的课程要在本领域内可广泛共享；课程设置合理，创新

培训方式方法；有相对稳定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有自编特色培训教材；

培训得到学员的广泛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二）遴选原则 

2025 年，拟遴选并资助 10 个左右精品培训班。 

（三）资助力度及经费要求 

入选院级培育项目，资助每个班次上限 10 万元。精品培训班经费

主要用于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讲课费、培训资料费、交通

费等支出（线上办班的主要用于讲课费、培训资料费等），除往返交

通费由学员承担外，均不得向学员收取任何费用。 

（四）申报方式 

申报院经费资助的培训计划需在 2025 年培训计划申报系统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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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申请资助”一栏选择“是”。申报院级精品培训项目的培训计划还需在

“精品项目”一栏选择“是”，并在附件栏内上传往年举办的培训项目师

资名单、课程设置清单、培训教材清单（不含 PPT）、需求调研分析

报告、效果评估总结以及宣传报道等相关材料。2025 年已获院资助并

组织实施完成的精品培训项目，如继续申请 2025 年院经费资助，可只

需提交培训方案及教学计划材料。 

三、关于“人力资源社会和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申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是以精品培训项目为基础，研

究所曾举办过的“精品培训项目”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

目”，可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申报单位报送项目将

由人事局推荐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参加全国遴选与推荐，对于入

选 2025 年国家级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的班次将根据有关要求开展实施。 

（一）申报要求 

为加强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工作，每年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向全国征集当年度新一批的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修项目。入选项目需要按照高水平、

小规模、重特色的要求组织实施，每期高级研修项目研修时间需 5 天

左右，培训人次需 100 人左右，参训学员结业时可获得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颁发的结业证书。 

（二）项目资助及遴选原则 

2025 年，面向研究所计划遴选 5 个左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

研修项目。各单位申报的高级研修项目由人事局统一报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进行遴选，入选项目纳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当年度高级研

修项目计划管理，经费采取自筹经费的方式予以保障。为支持我院单

位积极申报此项目，院将对入选自筹经费项目的单位给予最高 15 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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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补助支持。承办单位申报的高级研修项目按院精品培训项目进行

管理。 

（三）相关要求 

申报院资助的培训计划可同时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

项目，且每个单位最多申报一项，一旦获批将不得撤销，须按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要求组织实施（相关要求详见 2025 年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入选通知）。 

（四）申报方式 

申报院经费资助的培训计划需在 2025 年培训计划申报系统中“是

否申请资助”一栏选择“是”。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的

培训计划需在“是否精品”一栏选择相应项目类型，并选择“同时申报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研项目”。 

 

附表：培训项目体系及院级资助重点支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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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培训项目体系及院级资助重点支持方向 

项目体系 计划类别 重点支持方向 

基础体系 

（所管理） 

所级 

培训项目 
专业技术研修班、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学术讲坛 

培育体系 

（院资助） 

院

级

培

育

项

目 

专业技术

研修班 

重点支持高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和重点研发计划开展的班次。 

专项技术

短期培训

班 

重点支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

产业开展的班次。 

学术 

讲坛 

加强对我院基础科研人才的培养，提升其原始创新能力，

扩宽国际视野，重点支持围绕基础前沿交叉的重大科学和

技术问题等开展的国际学术交流。 

示范体系 

（院资助） 

精品培训 

项目 

围绕抢占科技制高点重点任务、重点人群、重点领域开展

的班次，重点加强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相关领域科技

人才的培训。 

推广体系 

（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部/院

资助）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高

级研修项目 

（一）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可

持续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服务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

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持革命老

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加快发展建设，服务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服务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

数字强国、质量强国，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二）对接产业需求。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

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瞄准量

子信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

深海、减排降碳等领域，兼顾地方和行业发展需求，攻坚

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三）突出数字技术。围绕推进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

支持开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集成电路、数字化管理

师等数字技术领域师资培训、能力提升、产业人才发展研

修等活动。（2024 年选题要求，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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