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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四个层级

合肥高新区区景合肥高新区区景

2月 27日上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暨量子信

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建设动员大会召开，标志着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启动。

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在动员大会上指出，建设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中央赋予安徽的历史

使命，标志着安徽在全国创新大格局中占据了重要

地位。

根据建设规划，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到 2020

年将基本建成，到 2030 年将迈入国际一流国家科学中

心行列。在创新发展道路上，安徽又平添一台强劲的

新引擎。

新优势：国字号“金招牌”落户合肥

今年 1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联合批复了合

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这是继上海张江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后，国家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二个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合肥是全国著名科教之城。“合肥之所以能获得认

可，与其在大科学装置、学科建设、新兴产业集群等方

面具有独特的基础和优势有很大关系。”安徽省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合肥拥有全超导托卡马克、同步辐

射、稳态强磁场三个大科学装置，形成了集群优势。这

些大科学装置在国内乃至国际都具有重要影响力：同

步辐射装置达到国际低能光源的最高水平；全超导托

卡马克是国际首个、国内唯一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稳态强磁场装置是国内唯一、指标参数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的强磁场实验装置。

得天独厚的科技创新优势奠定了科学中心落户

合肥的坚实基础。更是让合肥的创新站在了更高的

台阶上，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提供了重

要支撑。

新起点：迈向国际一流科学中心

新春伊始，在合肥高新区长宁大道与燕子河路交

叉口，合肥市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牵手”共

建的离子医学中心项目建设正酣，未来一座国际一流

的离子医疗中心将在这里诞生。作为健康领域的创新

平台之一，这所高端的医疗中心计划在 2019 年正式投

入使用。届时，每年将治疗 2000名肿瘤患者，填补国内

质子治疗领域空白。

“ 合 肥 综 合 性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主 要 聚 焦 信 息 、能

源、健康、环境四大领域。”安徽省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信息领域，建设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

研究院，争创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建设天地一体

化 信 息 网 络 合 肥 中 心 和 联 合 微 电 子 中 心 ；能 源 领

域，建设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和分布

式智慧能源创新中心；健康领域，建设离子医学中

心与大基因中心；环境领域，开展大气环境立体探

测实验装置的预研。

根据建设方案，科学中心分四个层级建设：首先是

核心层，建设量子信息重大创新基地，新建一批大科学

装置，提升现有大科学装置性能和开放度，开展多学科

交叉前沿研究。其次是中间层，建设世界一流的创新

型大学和研发机构，以及离子医学中心、联合微电子中

心等一批产业创新中心。第三是外围层，引领新兴产

业高端发展，促进科学中心与“三重一创”（即：重大新

兴产业基地、重大新兴产业工程、重大新兴产业专项，

创新型产业体系）互为支撑，构建涵盖“源头创新—技

术开发—成果转化—新兴产业”的全链条式产业创新

体系。第四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大型科技行动计划，借

助高度开放的协同创新网络，将核心层、中间层、外围

层三个圈层紧密联系起来，开展跨学科、大协作、高强

度的科技创新活动。

“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就是要依托合肥

地区大科学装置集群，聚焦四大领域，开展多学科交叉

研究，产生变革性技术，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其打

造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平台、科学研究的制高点、

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区。”安徽省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新动能：为创新发展平添强力引擎

去年 8 月 16 日，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

号”成功发射升空。这颗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主导研

制的量子卫星的成功发射，将有助于我国在量子通信

技术实用化整体水平上扩大国际领先地位。

近年来，安徽科技创新成果亮点频频：“一号工

程”量子信息重大创新基地工作有效展开，世界首

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合肥—上海段率

先开通，世界最薄 0.15 毫米信息显示触控玻璃实现

量产……

“创新是安徽最宝贵的遗传基因。”在合肥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动员大会上，省委书记李锦斌

强调，在新一轮创新发展中勇立潮头，下好创新“先

手棋”。

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安徽研发经费支出

占生产总值比重由 1.32%提高到 1.96%，发明专利授权

量增长 9.1 倍、总量居全国第 7 位，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5

年居全国第 9位、中部第 1位。

随着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推进建设，安徽

创新发展将奋楫扬帆，勇立潮头。

新优势 新起点 新动能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平添创新发展强力引擎
本报记者 吴长锋

2017 年 2 月 27 日上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暨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建设动员大会在合

肥高新区召开。会上，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量子

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正式揭牌。今后，江淮大

地将作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

2017 年 1 月 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联合

批复了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自此，合

肥成为继上海之后，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

的一支重要力量。合肥高新区未雨绸缪，借力起跳，积

极对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开启创新发展

的新征程。

目标：成为创新领跑者

未 来 的 竞 争 ，是 以 人 才 为 核 心 的 科 技 的 较 量 。

合肥乃至安徽要在创新的大格局中站稳脚跟，就必

须在科技创新的尖端领域上占有一席之地，从跟跑

者到并列者，最终成为领跑者。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获批建设，给安徽、给合肥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重大发展机遇。

根据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规划

中的科学中心将牢牢把握世界科技发展方向和全球产

业变革趋势，服务国家战略，依托合肥地区大科学装置

集群，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四大领域，整合国内

外相关资源，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建设

国际一流水平、面向国内外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开

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产生变革性技术，催生战略性新兴

产业，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平台、科学研究的制高

点、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创新驱动的先行区。

在信息领域，主要聚焦量子信息、未来网络和天地

一体化信息网络，依托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

技创新研究院，谋划建设量子信息重大创新基地，构建

完整的空地一体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体系，实现超越经

典计算能力的量子计算。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下一代安

全、高效的信息通信体系。

在能源领域，主要聚焦磁约束核聚变和智慧能源，

提升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性能，建设聚变堆主机关键

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成为国际一流的综合性超导核聚

变研究中心。面对智慧能源产业共性技术难题，建设

分布式智慧能源创新平台，推进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

深度融合，构建一体化、智能化能源技术体系，为提高

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提供有效途径。

在健康领域，主要聚焦离子医学和基因科技，重点

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离子医学中心与大基因中

心，引领高端医疗器械、新型生物材料、生物制造、精准

靶向药物创制，以临床精准用药技术，新型健康服务为

特色的精准诊治的新型健康产业。

在环境领域，主要聚焦大气环境，开展大气环境立

体探测实验装置的预研工作，建设国际一流的大气环

境物理研究中心，大气环境探测技术研发、试验和验证

基地，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气候变化应对和光电工程

发展提供战略科技支撑。

针对以上四个领域在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上的共

性需求，开展合肥先进光源 HALS 预研，提升合肥同步

辐射光源和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性能，为生物医药、材

料等应用开发平台奠定基础，为解决相关领域国家重

大科技问题提供有力保障。

格局：对接七大平台

建设合肥综合国家科学中心，绝非一蹴而就，如何

将创新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科技实力，成为摆在合

肥市高新区面前的重要课题。七大平台是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有效支撑合肥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高新区积极对接七大平台项

目单位，加快推动七大平台项目建设取得实质性进

展。目前，各平台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日前，随着中科院将

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中心更名为“中国科学

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标志着量子信息

实验室将纳入国家首批启动的国家实验室试点范畴。

目前重大科技项目引导性专项资金 10亿元已拨付高新

区。“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科技创新 2030——国家重

大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全面开展。

——超导核聚变中心。2016 年 7 月，“聚变堆主机

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通过国家发改委组织的专家

评审。目前，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所正在牵头

抓紧编制项目建议书，力争 2017 年获得国家发改委批

复，2018年正式在高新区开工建设。

——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合肥中心。2016年 10月

11 日，科技部启动实施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方案编制

工作。合肥市作为唯一辐射服务长江经济带及华东地

区的地面核心信息港列入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总体方

案规划。据悉，该项目与量子通信、脑科学、深海空间

站并列为科技部“十三五”首批启动重大项目。

——分布式智慧能源集成创新平台。目前，已确

定由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和工信部下属单位联

合编制可研报告，并于近期初步完成。平台建设的目

标任务、运行机制与一期选址依次明确，平台公司将于

近期成立。

——离子医学中心。合肥离子医学中心已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开工建设。中科院已同意引进质子治疗

系统作为自主研发的验证平台，进口设备配置许可申

请材料已经省卫计委报送国家卫计委。此举将把离子

医学研究与运用推向前进，在未来医学研究领域起到

引领作用。

定位：打造创新策源地

历经创新创业艰辛的合肥高新人深知，国家科学

中心不仅是大科学装置的数量累加，更是创新体系的

基础平台，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不仅是安徽的，更

是全国的科学中心，将代表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

球科技竞争与合作。

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表示，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布

点高新，尤其是 7 大创新平台中有 5 个坐落在合肥高新

区，这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合肥高新区要保障好建设好

服务好，画好路线图，列出时间表，稳扎稳打，助力大创

新格局。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刚刚过去的 2016 年，合肥市高新区

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自觉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全面推

进创新转型升级发展,经济社会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有

为、稳中向好的态势，获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和自主创

新示范区,在全国高新区综合评价中再进一位，位居第

七，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截至目前，合肥高新区有国家高企总数达 603 家，

占全省 15%；2016 年，全区新获省著名商标 19 件，专利

申请 10462 件，授权 3452 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数 230

件。不断增长的创新实力，为合肥高新区承接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表示，高新区将全力参

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力争到 2020年，基本

建成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框架体系，初步建立高

效运行的体制机制，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提供有

力支撑。届时，大科学装置建设将取得突破。不断提

升现有大装置性能水平，部分新建大装置列入国家计

划并启动建设；促进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在量子计

算与通信、磁约束核聚变、功能材料、超导、离子医学、

精准治疗、大气环境等领域取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

果；共性技术研发圈基本建成。建设和提升创新平台

支撑能力，建立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突破一批关键共

性技术；创新创业人才高地基本建成。造就集聚一批

国内外顶尖科学家、教育家和研究团队，高水平工程技

术和管理人才的智力高地；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基本

形成。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若干重

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成长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集群。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到 2030 年，合肥将建

成国际一流水平、面向国内外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与高校院所、产业机构等

深度合作的创新生态，引领带动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国

际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科技长远发展和

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抢抓大机遇 开启新征程

合肥高新区精准发力打造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
本报记者 吴长锋

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动员大会现场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动员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