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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聚焦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

点领域“卡链”“断链”产

品和技术，加快部署一批

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

发计划，研发转化一批重

大创新成果。同时，综合

采取“揭榜挂帅”、定向委

托、公开竞争、稳定支持、

股权债权等方式，构建多

元化的关键技术攻坚支

持体系。

◎本报记者 吴长锋

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坚持“四个面向”，坚持以推进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学

城、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以及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省“五个一”创

新主平台和安徽省实验室、安徽省技术创新

中心“一室一中心”分平台建设为主抓手，推

动科技创新聚沙成塔、化蛹成蝶，创新型省

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020 年，安徽区域创新能力位居全国

第 8，连续 9年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加快建设

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

从“单项争先”到“全
面提升”

就在上个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

院士团队成功研制了目前国际上超导量子

比特数量最多的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

号”，其操纵的超导量子比特达到 62 个，并

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可编程的二维量子行走。

安徽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高站位谋划科技创新工作。7 年来，

共安排专项资金 74 亿元，真金白银支持创

新型省份建设。安徽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设计出台了涵盖创新驱动发展全

链条的科技创新政策，建立了“企业愿意干、

政府就支持，市县愿意干、省里再支持”的推

进机制。

与“十二五”相比，安徽全社会研发投入

从“十二五”末的 431.8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

的 754亿元；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

支出比重从“十二五”末的 2.8%增加到 2020

年的 4.95%；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15.4

件，较“十二五”末增长 2.6倍；全省吸纳技术

合同成交额首次突破千亿元，连续 4 年“进

大于出”；科技进步贡献率从 2015 年的 55%

提升到 2020年的 60%左右。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成为全

国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芜蚌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科技创新龙头作用，着

力打造引领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

和示范样板；合肥滨湖科学城挂牌运行，对

标国家级新区筹建……

安徽高规格建设重大创新平台，依托安

徽创新馆，高质量打造“政产学研用金”六位

一体安徽科技大市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省建设，安徽推出的“事业单位编制

周转池”“专利权质押融资”等 5 项改革举

措，被国务院列入全国推广的首批“全创改”

经验。目前，“一室一心一区一城一省”的

“五个一”创新主平台已立柱架梁，“3+4+

N”大科学装置集群已初具规模，32家“一室

一中心”获布局建设，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不

断加强。

截至 2020 年底，安徽已建成各类国家

级创新平台 210家，省重点实验室 175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534家、院士工作站 62家。

从“跟跑并跑”到“并
跑领跑”

2021 年 5 月 28 日凌晨 3 时 02 分，在中

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 EAST（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

装置）控制大厅，当大屏幕上的数字突破

100 秒时，所有在场科研人员不禁露出微

笑、鼓掌欢呼。项目总负责人龚先祖使劲捶

了几下桌子，难掩自己激动的心情。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 EAST

以 1.2 亿摄氏度的温度，持续“燃烧”了 101

秒！这一突破，一举将 1亿摄氏度 20秒的原

世界纪录延长了 5倍。实现新纪录，进一步

证明核聚变能源的可行性，也为这一技术迈

向商用奠定了物理和工程基础。

从“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国际上

首次实现基于纠缠的无中继千公里级量子密

钥分发，将地面无中继量子保密通信的空间

距离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到成功研制“九章”量

子计算原型机，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实现

“量子优越性”的国家；从单自旋量子精密测量

谱仪等量子测控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到国内

首个量子钻石原子力显微镜实现产业化落

地；从成功研发中国第一、世界领先的30微米

柔性可折叠玻璃，到国家未来网络试验设施

合肥分中心正式开通试运行……

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的竞相涌现，同时也

支撑引领着安徽的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转变。

2020年，安徽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培育

7720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 8559家，较

2015年增长 2.7倍，居全国第十位，高新技术

企业已成为安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

在安徽合肥，以“芯屏器合”为标识的十

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

“芯”——海峡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合作

试验区加快推进，积极发展 129户集成电路

企业，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19纳米动态存储芯片实现量产。

“屏”——合肥集聚了 6 代线、8.5 代线、

10.5 代线于一身的世界最大的平板显示基

地，蚌埠玻璃院自主研发的 8.5 代超薄浮法

玻璃基板成功国产。

“器”——六轴机器人产量居全国第一

位，应流集团研制的航空发动机用单晶叶片

打破国外垄断，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诞生。

“合”——合肥智能语音入选国家先进

制造业集群，合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获批建设，科大讯飞研制出世界

唯一让机器达到真人说话水平的语音合成

系统，华米可穿戴设备销量全球第一。

安徽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等重点领域“卡链”“断链”产品和技术，加

快部署一批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

研发转化一批重大创新成果。2015 年以

来，省科技重大专项累计支持项目 1026 个，

省级财政支持资金 15.19 亿元，带动市（县）

支持资金 13.18 亿元，项目单位自筹资金

100.75亿元，项目实施后预计申请专利 7500

多项，制定新标准 2500 多个，培养中级及以

上人才 6700 余人。同时，综合采取“揭榜挂

帅”、定向委托、公开竞争、稳定支持、股权债

权等方式，构建多元化的关键技术攻坚支持

体系，有效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增加值增幅已连续 5年保持

11%以上增速。

从“一枝独秀”到“竞
相争艳”

安徽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为契机，

系统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升

科技创新治理能力，营造更加良好的创新生

态环境。

“我们通过修订出台《安徽省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条例》，加快修订完善《安徽创新型

省份建设促进条例》《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

条例》《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等科技创

新法律法规，发挥法治对科技创新的引领、

规范和保障作用。强化政府创新治理改革，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安徽省科技厅厅长罗

平说。

安徽深入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通过扎实开展‘四送一

服’双千工程和‘三比一增’专项行动，加快

推动科技领域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

改革，推进科技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

估改革，完善突出了科技成果转化导向的奖

励体系。”罗平说。

2013 年以来，安徽共出台 20 余项科技

法律法规和重要政策，逐步形成具有安徽特

色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技术和产业、金融

和资本、平台和企业、制度和政策四大创新

支撑体系也正加快构建。

统计监测显示，2019 年安徽省创新发

展指数 113.9，与 2015 年相比上升 4.4 个百

分点，企业创新活跃度居全国第四位，创新

意愿居全国第一位。

与此同时，安徽全面参与长三角区域创

新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合芜蚌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合肥获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合肥高新区被纳入世界

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序列。

在安徽，以创新型省份为引领，以创新

型城市、创新型县（市）为支撑，皖江、皖北、

皖南、大别山区竞相发展、多极支撑的区域

创新体系正在构建，逐步形成了“一圈五区”

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发展格局。

安徽聚焦人才资源，壮大人才队伍，为

创新型省份建设提供强大智力支持。2019

年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为 40 人年，

比 2013年增加 12.1人年。

2020年，安徽 8位科学家新当选两院院

士，在皖院士累计达到 38人，共备案院士工

作站 62家，在皖 7名外国专家入选中国政府

“友谊奖”。

安徽：依靠科技创新化蛹成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安徽考察、作出

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美好安徽、怎样建设

美好安徽”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世界第一台 VCD、中国第一个基因工程重组药物，到

“墨子号”“悟空号”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从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诞生，到世界首次破解中国种茶树

全基因组密码。国家创新大格局中镌刻着安徽烙印。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吕长富说，5年来，他们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嘱托，紧紧盯住“科技创新自主可控”，攻克了一批

技术水平领先的关键技术，聚集了一批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

“深科技”企业。“这正是我们向习近平总书记交出的一份新答

卷。”吕长富说。

创新迈向“深科技”

“深科技”于 1995 年由经济学家大卫·罗森博格提出，是

指建立在独特的、受保护的或难以复制的科学或技术进步基

础上的颠覆性解决方案。

“目前，我们遴选培育出 107家‘深科技’企业，235项关键

技术、262 项关键核心产品。”在合肥高新区科技局副局长阚

瑞看来，“深科技”企业技术壁垒高，一般基于难以复制、具备

高技术壁垒的深度科学发现和关键技术。

阚瑞说，合肥高新区“深科技”企业目前已经拥有国际首

创技术 1 项、国际领先技术 36 项、填补国内空白技术 37 项。

与此同时，“深科技”企业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264 项，

PCT专利 119项，充分构筑了技术壁垒，打造了竞争优势。

“‘深科技’相比于当前的应用科技需要更大量且持续的

研发投入和科学家及高端人才的深度参与。”阚瑞告诉记者，

合肥高新区 107家“深科技”企业中，51.4%的企业研发投入占

总营收比重 20%以上。61.7%的企业科研人员占比 50%以上，

有 65家企业培养和引进了合肥市 C类及以上高端人才。

正因为“深科技”创新具有彻底的颠覆性，能够创造巨大

的经济价值，所以广受资本青睐。记者了解到，107 家“深科

技”企业中，57 家企业曾获得投资。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3 家企业成功上市，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芯碁微装）已于 2020年 10月底首发过会，即将登

陆上交所科创板。

抢占发展制高点

在安徽，“深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原创性先

导产业进行前瞻性战略布局，抢占发展制高点。

“我们陆续攻克了高通量高分辨率脑成像技术、类脑信息

处理技术、视频压缩编解码技术等关键技术，人工智能多项技

术达国际领先水平。”中科类脑公司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公

司依托国内唯一的“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在人工智能方面获得多项原创

性突破。

在芯片领域，合肥高新区“深科技”企业更是集体发力，助力芯片国产化的突破。

“我们研发的激光直写与激光直接成像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打破了我国极大规

模集成电路核心芯片设计完全依赖欧美进口掩膜板的局面。”芯碁微装的企业负责人感慨于

“深科技”带来的快速发展。

“我们自主构建了世界规模最大的 BaF3 激酶靶点细胞库等三大细胞工程技术平台，逆

转录病毒的转基因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原代肿瘤细胞株体外扩增技术支持构建原代

细胞模型，解决了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限制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中科普瑞

昇公司负责人刘青松博士告诉记者。

201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杜江峰用东拼西凑来的科研经费买了一台国外的电子顺磁共

振谱仪，虽然仪器不错，但购买过程中却经历了对方临时加价、维修等待半年等糟心事。杜

江峰院士当时说了一句话，“高端科学仪器就是科学家手里的武器，中国必须改变受制于人

的局面，研制自主科学仪器已经刻不容缓了！”

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仪量子）的技术源于杜江峰院士实验室，成

立不到 4年，该公司陆续发布了国内首台商用“脉冲式电子顺磁共振谱仪”“全数字扫描电子

显微镜”，后来又推出世界首台“单自旋量子精密测量谱仪”“量子钻石原子力显微镜”等产

品。而国仪量子创业研发出的第一款商业化产品，就是当年困扰杜院士的那台电子顺磁共

振谱仪，打破了过去几十年间这类仪器被国外厂商垄断的局面，而且在关键性能指标上实现

了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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