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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政

“‘中国声谷’的产业配套政策齐全，我们会考虑尽快引入适

宜项目。”今年 7 月 27 日，图灵机器人总裁助理严国伟在调研“中

国声谷”时表示，“中国声谷”围绕产业链与创新链形成的发展势

能强劲，未来，图灵机器人会不断加强与“中国声谷”合作，进一步

完善人工智能产业链。

合肥依托中科大、科大讯飞成为国内最早关注人工智能产业

的城市，在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口语评测、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

习等多项技术上拥有国际领先的成果，也是国内最早实现智能语

音技术研发应用一体化的城市。经过多年技术、人才积累，目前

汇聚了满足智能语音产业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各类专业人才 53万

人，为安徽发力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

以成熟的智能语音技术为特色与优势，安徽超前布局人工智

能产业。2013年国家工信部与安徽省政府合作项目“中国声谷”

落户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全国唯一定位于人工智能领

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也是安徽接力人工智能“产业棒”的重要载

体。2016年工信部正式发文，认定“中国声谷”为“国家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

基地依托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等雄厚的科教资源和科大讯

飞等领先的语音核心技术与应用，以语音语义、机器视觉、生物识

别、深度学习等技术为支撑，以智能芯片为基础，以智能硬件和应

用服务为主要内容，在“智能终端、互联网（智慧）+、大数据、智慧

城市、虚拟现实、信息安全”等主导产业重点布局，预计未来集聚

企业 1000 家以上，形成从芯片、技术、平台到产业和应用的人工

智能产业链，产业规模达到 1000 亿元，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中国声谷”。

截至 2017 年 9 月，“中国声谷”入园企业已有 130 家。目前，

“中国声谷”已集聚了科大讯飞、华米科技、科大国盾、科大智能、

科大国创、赛为智能、航天信息、协创物联网等行业领军企业，形

成了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平台支撑到产业发展与应用的语音

及人工智能产业链。2016年基地实现产值 327亿元，增长 44.1%。

“中国声谷”:
打造国际一流AI产业高地

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合肥高新区开启创新发展新征程
本报记者 吴长锋

2017年 9月 28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大领导一行来到合肥高新区，就合肥先进光源园区规划、合肥先

进光源预研项目等有关事宜进行协商座谈。双方就合肥先进光源园区规划、保障合肥先进光源预研项目

顺利推进等达成一致。而这意味着，合肥高新区在对接国家大科学创新平台上又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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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后，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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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江淮大地将作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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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给合肥高

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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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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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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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聚顶级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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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新区积极对接平台项目单位，加快推动平

台项目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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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

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举行。

——超导核聚变中心。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

合研究设施项目建议书已上报国家发改委。8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组织专家对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与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两家申报单位上报的

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项目建议书进行

答辩评审。

——天地一体化信息合肥网络中心。合肥中心

建设可研报告修订基本完成，后续组织向市发改委

汇报，尽快完成建设方案评审；前期启动的科研创新

项目进展顺利，与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相关的 28 个

科研项目在 38所项目考评中均取得优良以上。

——智慧能源集成创新平台。智慧能源创新平

台概念设计方案（初稿）编制完成。会同阳光电源、

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及赛迪顾问公司，讨论

完善智慧能源创新平台可研报告。

——离子医学中心。引进质子治疗系统项目方

面，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质子区桩基施工已完成；

非质子区除直线加速器区域（27根）以外桩基施工完

毕，A-D/1-5 轴混凝土垫层、防水施工完成，正在进

行底板钢筋绑扎。自主研发质子治疗系统项目方

面，完成园区施工图设计和项目工程量清单初稿，变

更总体规划已完成规划审定。

对接一流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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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宋道军说，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布点高新，尤其是创新

平台中多数坐落在合肥高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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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合肥高新区聚集企业 2.4 万余家，高

新技术企业 603 家、上市企业 19 家、“新三板”挂牌企

业 48 家；2016 年 5 月，获批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

2016 年 6 月，获批建设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全国 100 多家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排名中跃升至

第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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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道军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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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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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新区将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

国际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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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新区也将成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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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策源地，成为领跑者

2017年2月27日，合肥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开工建设。

“合创券”是由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开发，面向双

创小微企业定向发行的一种可兑现的有价电子证

券。企业可以用“合创券”向中介服务机构购买服

务。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小微企业签订合同，然后

接受“合创券”，并给企业提供专利服务、技术检测、

委托研发、创业孵化、人才服务、技术咨询及科技金

融等科技中介服务，最终费用由中介服务机构与高

新区财政进行结算。

“合创券”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政策的扶持由事

后扶持变成了事前扶持，提高了政策服务的效率。第

二是服务便捷，全程线上操作，申领、使用、兑现，企业

在上面注册登记，就可以申领和使用。第三是这款产

品专门针对小微企业。初创型小微企业，一次申领 5

万元，其他稍微大一点的企业可以申领10万元。

合肥高新区率先在全省推出“合创券”，实现科

技扶持政策的前置，让创业者切实享受创业服务。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合创券”实现了财政扶持的

“五个转变”：变事后为事前，提高了政策效率；变幕

后为台前，降低了廉政风险；变管理为服务，突出了

契约精神；变松散为集聚，发展了生产性服务业；变

手段为生态，打造了综合性平台。

“合创券”：财政支持双创实现“五大转变”

本报记者 吴长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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