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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推动工业领域

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加快推动工业领域大规

模设备更新，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

型，持续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提升，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

方案明确了主要目标，我省计划到2027

年，每年打造省级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

100个，培育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200

个，实施亿元以上重点技术改造项目1200项以

上，推动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10%以上，工

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25%以

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

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75%，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重

点行业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退出，主要

用能设备能效基本达到节能水平，本质安全水

平明显提升。

围绕目标，我省明确了供给能力提升工程、

先进设备更新工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程、绿

色装备推广工程、本质安全水平提升工程5项重

点任务。全省各有关部门将加大高端智能装备

研发和供给，大力发展智能成套装备，重点发展

机器人产业，每年编制“三首”产品研制需求清单

和安徽省智能装备供给目录，不断提高智能装备

省内供给能力。针对不同行业特点，鼓励企业更

新升级一批高技术、高效率、高可靠性的高端先

进设备和试验检测设备。推广应用智能制造装

备，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设，分应用场景、

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三个层次推进企业数字化

转型，引导龙头企业赋能上下游产业链，打造一

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样板，推动省级及以上工

业园区整体转型，加快区域资源共享。引导企业

应用能效二级及以上节能设备，推广一批节能、

节水、节材、综合利用等清洁生产先进技术。开

展原材料行业老旧装置改造升级专项行动，加大

民爆行业安全技术和装备推广应用力度，推广

一批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显著应用成效的安

全应急装备，持续提升设备设施本质安全水平

等。 （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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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合肥迈微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诸多采用高端

技术的新型材料样品在展柜中一字排开，科研

人员在现场紧张忙碌着。

“我们公司源于合工大先进材料与器件团

队，成立两年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部分技术

打破日韩企业垄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司

副总经理吴运飞说。

从学科研究到实验室验证再到市场应用，

依托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合肥

迈微成为“打破玻璃门”的成功案例之一。

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发

展智能制造对于建成现代产业体系、实现新

型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为让更多高校科研

成果“走出象牙塔”，加快推动智能制造成果

转化和产业孵化，2014年，由合肥工业大学与

合肥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的合工大智能院应

运而生。

“如何让学科的研究成果顺畅地应用到产

业发展中，如何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科技成

果供给和转化动力，这是学校始终在不断思考

和探索的事情。”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合工大

智能院院长刘志峰介绍。

建院初期，合肥工业大学就主动打破体制

“桎梏”，探索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行新型研发机

构发展模式。2016年，智能院被列入我省系统

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任务中“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和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试点单位”。

在安徽合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各式各样

的无人运载设备、车辆正在有序调试中。

“围绕公司发展需求，合工大的科研人员

与企业共同组建研发团队，分领域协同攻关，

使产品能够及时迭代更新。”公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历经多年发展，该公司已成为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与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建立了战略

合作。

“过去的产学研合作多是以科研人员自

发、零散的横向科研项目为载体，与企业之间

以技术开发咨询为纽带，合同结束，合作也就

告一段落，导致科研和产业之间衔接不紧密。”

合工大智能院常务副院长张晓安说。为此，该

院引导拥有成熟技术成果、稳定研发队伍的科

研团队，与有接纳新技术能力和扩大生产需求

的企业有效结合，共同创办高科技企业。

这样一来，高校科研团队就会根据企业需

求进行再研发，使产品能够及时迭代更新。企

业得到有力的技术支持，解决了研发难题。合

工大智能院探索的这一校企“共生”式合作模

式，作为安徽省唯一的案例被国家科技部纳入

科技体制改革案例库，成为合肥市新型研发机

构建设的重要标杆模式。

畅通“转化”之路，还需给企业输送“一揽

子”服务。

“我们在创业初期研发进度缓慢、经费紧

张，智能院不但给予公司研发经费支持，还为

公司量身定做了全过程服务方案，让公司很快

走上了正轨。”安徽布拉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张文化说。

据悉，智能院构建了“平台支撑—科技支

撑—人才支撑—金融支撑—市场支撑”的科技

企业培育体系，为企业提供“管家式”服务，助

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成果转化、产业发展，关键在人。该院探

索“新型研发机构+”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联

动政企行校多主体资源，全力培养高素质应用

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我们与企事业单位共建28家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从高新技术企业遴选了40余名行业

导师，开展‘双导师制’研究生联合培养，培养

的4500余名研究生迅速成长为骨干力量。”智

能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一粒粒创新的种子，逐渐长成参天大树，

连接起一片创新“森林”。“10年来，我们深入探

索以‘育种—育苗—育才—育链—育网’为核

心的科技成果转化‘五育’工程，为科研团队和

培育企业更好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明确方向、

拓展空间。”刘志峰说。

目前，合工大智能院已累计培育高科技企

业172家，孵化企业累计营收超55亿元；组建

46个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累计

组织百余个科研团队为590余家规上企业提供

技术支持。近年来，该院先后获批国家发改委

“新型研发机构科教融合产业创新人才”培养

平台，工信部“校企协同就业创业创新示范实

践基地”；被认定为“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安

徽省创业研究院”“安徽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等。

（许蓓蓓 郜征）

破解转化“梗阻”，成果“落地生金”

转型升级转型升级 向向““新新””蓄力蓄力

七部门联合印发方案

5月10日，在位于六安市舒城经济开发区杭埠园区的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工人在生产作业。该区

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为主导产业，通过转型升级，聚企成链，集链成势，向“新”蓄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田凯平 摄

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探索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5月16日，中国电信安徽公司“新

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进长三

角（芜湖）智算中心”主题活动举办。

安徽首位产业、领先制造业及人工智

能等新兴产业专家齐聚芜湖，共同见

证首批国产训练算力集群、16地市推

理算力交付，并深入探讨算力赋能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和人工智能产业与应

用深度融合。

2023年 9月，芜湖市人民政府与

中国电信安徽公司签约共建长三角（芜

湖）智算中心以来，中国电信安徽公司

加快推进以云网融合为核心特征的数

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智算中心建设运

营取得显著成效。目前，长三角（芜湖）

智算中心首批国产算力集群已具备

600P 智算能力，预计 6 月底将达

1000P。

据介绍，算力集群采用液冷服务和

IDC基础设施融合的新一代智算液冷

DC舱，实现数据中心能效和智算集群

算效的双提升，可为“人工智能+”提供

智能、弹性的绿色算力。同时，通过在

全省16个地市“一城一池”上加载推理

算力，与芜湖智算集群协同，实现云边

算力纵深部署，保障全省任何地方便

捷、快速获取算力服务。

此次交付上线的算力集群，还以中国电信天翼云自研

TeleCloudOS4.0为底座，承载了天翼云“云骁”智算基础设

施平台、“慧聚”一站式智算服务平台、“息壤”算力分发网络

平台和“天衍”量子计算云平台，具备从算力供给、算力输

送、算力调度到大模型训练及推理应用的一站式服务能力，

可面向多用户提供快速响应、灵活扩展、通智一体、安全可

靠的智算云服务。 （王世宁 徐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