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科技成果
评价鉴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估生态与环境保护修复领

域科技成果，促进高、新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在生态与环境修复

产业中的推广应用，推动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进入市场，并为生

态与环境修复技术持有者改进、提高技术水平和为用户选择生态

与环境修复技术提供技术参考，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生态与环境修复科技成果评价鉴定，是

指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按照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标准，

组织并依靠同行专家对科技成果的政策符合性、适用性、技术特

点、技术水平、经济成本等进行综合评估和评价鉴定，得出科学

结论的活动。

第三条 评价鉴定范围包括用于生态与环境修复领域中具有

先进性和实用价值的应用科技成果（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工

艺、新装备、新材料、新设计、新成果等）。

第四条 生态与环境修复科技成果评价鉴定工作必须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评价鉴定活动依据客观事实作出科

学的评价鉴定。



第二章 生态与环境修复科技成果评价鉴定的申请条件和要求

第五条 申请生态与环境修复科技成果评价鉴定应具备以下

条件

1. 申请鉴定的科技成果技术产权明确；

2. 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及技术发展方向，应用前景较好；

3. 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4. 产品和技术在同类技术中具有一定的特色和先进性。

第六条 申请生态与环境修复科技成果评价鉴定，应提交下

列材料：

1. 申请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2. 申请方基本情况介绍；

3. 拥有技术（产品）知识产权的证明材料或无知识产权纠

纷的承诺和声明；

4. 主要完成人员名单

5. 研发工作报告；

6. 技术报告；

7. 查新报告、专利或鉴定；

7. 用户使用情况证明材料；

8. 检测报告；

9. 设计与工艺图表；

10.其他可证明成果先进性的资料。



第三章 生态与环境修复科技成果评价鉴定专家遴选

第七条 生态与环境修复科技成果评价鉴定专家应具备下

列条件：

1. 具有较高的环境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经验、敏锐的洞察

力和较强的判断能力，熟悉被评价鉴定内容及国内外相关领域的

发展状况。

2. 具有良好的资信和科学道德，认真严谨，秉公办事，客

观公正，热心环境科学技术事业，敢于承担责任。

第八条 遴选评价鉴定专家应当遵循的原则：

1. 随机原则。参与具体评价鉴定活动的评价鉴定专家一般

应从评价鉴定专家库中依据要求和条件随机遴选。

2. 回避原则。与被评价鉴定方有利益关系或可能影响公正

性的其他关系的评价鉴定专家不能参与评价鉴定。

第九条 建立健全生态与环境修复科技成果评价鉴定专家

库。

评价鉴定专家库应包括来自研究与发展机构、大学、事业、

企业等单位的科学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和管理专家等，并应当根

据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管理工作的需要及时更新。

第四章 生态与环境修复科技成果评价鉴定程序



第十条 形式审查的主要内容有：

1. 是否属于验收、评审或评价鉴定范围内的技术成果；

2. 提交的申请表和文件、技术资料是否齐全、完整并符合

要求；

3. 完成单位及主要完成人员排序是否正确，有无成果权属

争议等问题。

第十一条 技术性审查的主要内容有：

1. 是否完成合同书规定的任务；

2. 文件和技术资料内容是否正确、详实；

3. 初步判断成果的创造性、先进性、实用性、成熟性、可

靠性、推广应用的条件和前景，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第十二条 评价鉴定可采用会议评审形式。

采用会议评审时，根据所评成果的情况，由浙江省生态与环

境修复技术协会组织同行专家 3-5 人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结论

必须经到会专家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评审委员填写评审意见表，

组织评审单位安排专人对评审意见进行整理、汇总，评审结论必

须经通信评审专家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十三条 评审委员会专家组应根据成果完成情况，据实提

出评审结论，结论应包括：

1. 是否完成合同约定的任务并达到规定的考核目标；

2. 所提供的技术资料是否完备并符合规定；



3. 成果的实用价值、作用以及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推

广应用的可行性；

4.成果的科学价值和意义，观点、方法、理论等的创新性、

先进性和达到的水平；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

第五章 其他

第十四条 申请单位应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并在召开专家评议会时，将完整的符合数量要求的整套材料提交

会议；申请单位应如实介绍有关技术情况并回答专家问询的问

题。

第十五条 评价鉴定单位对作出的评价鉴定结论负责。所有

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鉴定，最后

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给出统一格式的技术评价鉴

定意见并加盖公章。这些成果将通过我会公众号、“浙江生态环

境网”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推广。

第十六条评审专家和工作人员必须对申请单位的技术保密，

不得泄露给第三方。

第十七条 收费标准按评议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在协议

书中约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负责解

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