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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

术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构建

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中国

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物质支撑。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

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安徽抢

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机遇，主动靠上

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去，利用长三角地区

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

应链相对完备的优势，加强与沪苏浙产业协

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果。

开拓蓝海 壮大新兴产业

“多年来，我们全力推进与华为合作，双方

共同研发打造全新平台和领先的智电架构，规

划了覆盖轿车、SUV和MPV的多款产品，加大

车路云协同技术的应用，在车辆运行效率、安

全性、碳排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5月28

日，在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融合发展会议

上，江淮汽车集团负责人说。

汽车产业是安徽的“首位产业”，长三角是

中国汽车产业集群化程度最高的区域。近年

来，我省依托长三角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等优势，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机遇，推动

汽车产业全面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

化转型，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群。

2023年，安徽汽车产量249.1万辆，同比增

长48.1%。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86.8万辆，汽

车出口114.7万辆。今年前4个月，全省汽车产

量92.9万辆，同比增长47.73%，占全国比重为

10.31%；新能源汽车产业33.1万辆，同比增长

65.02%，占全国比重为11.09%。

当前，我省已集聚奇瑞集团、江汽集团、蔚

来汽车、合肥比亚迪、大众安徽等7家整车企

业，初步形成合肥、芜湖“双核”和安庆、宣城、

滁州、马鞍山等多个汽车零部件特色产业集

群，涵盖整车制造、动力电池、电机电控、销售

维保、回收利用等汽车全产业链。

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也是安徽重点

发展的新兴产业，同样深深受益于长三角一

体化。

中国光伏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地方是江

苏。江苏集聚了光伏产业链头部企业20多家，

有“全球光伏看中国，中国光伏看江苏”之称。

由于用地等发展空间受限，苏南地区的光伏制

造业有外溢之势。安徽利用区位交通和资源

要素等优势，大力吸引长三角光伏制造业龙头

企业落户。

以滁州为例，从2018年迎来首家光伏制造

龙头隆基以来，滁州光伏产业在短短数年间实

现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的跃升，提出

了打造“世界光伏之都”、安徽先进光伏和新型

储能产业第一城的目标。

2023年，安徽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业实现营业收入 2967.4 亿元，同比增长

50.9%，营收排名首次跃居至全国第三位，仅

次于江苏、浙江；实现利润总额175.3亿元，同

比增长1.45倍。

不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光储产业，从新

材料产业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从集成电路产

业到生物医药产业，长三角地区雄厚的产业基

础、强大的创新实力、活跃的资本市场等，都为

安徽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加肥沃的土壤、更

加广阔的空间。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乘着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东风，安徽新能源汽车、先进光伏和新

型储能、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医

药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2023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比重达42.9%、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的贡献率超60%。

转型升级 改造传统产业

一提到水泥生产、金属冶炼等这些传统企

业，很多人的印象都是“高污染、高能耗和高排

放”。其实，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些传统

行业已逐步走上绿色化、智能化的转型之路。

“自从使用了数字化智能矿山系统，矿车

可以在远程指挥下进行工作，数据实时反馈，

不仅减少了员工的工作量，还能保证矿石的质

量，资源利用率达100%。”枞阳海螺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信息化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该公司运用数据传感检测等技

术，推动水泥生产发运环节的全系统智能优

化，并采用尾气净化、喷雾降尘等环保措施，推

动绿色发展。在工信部公布的2023年度绿色

制造名单中，枞阳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入围

绿色工厂名单。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

“基石”。近年来，安徽大力实施制造业技术改

造升级工程和数字化转型工程，累计培育国家

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3家、国家级特色平

台22家、“灯塔工厂”5家，钢铁、有色金属、水

泥、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实现“皖美”蝶变，海

螺集团、铜陵有色连续5年进入世界500强。

围绕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安徽深

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和中小企业数

字化普及工程，持续夯实算力、算法、模型、数据

等技术底座，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培育一批面

向中小企业的第三方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引导企

业上“云”、设备加“芯”、生产换“线”，让传统产业

插上数字经济的“翅膀”。同时，持续擦亮工业绿

色本底，全链条推进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

碳，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

用，调整优化用能结构，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进

工业绿色微电网等建设应用，加快建设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

前瞻谋划 布局未来产业

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

辐射实验室是我国建设的第二代光源，上海张

江的“上海光源”是第三代光源。当下，长三角

地区发出的这两束光强强联合，正在共建第四

代“合肥先进光源”。

这只是长三角地区合作攻关、技术创新的

缩影。去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

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潘建伟等

组成的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

信息技术研究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合作，成功构建了255个光子的量子计

算机原型机“九章三号”，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

的技术水平和量子计算优越性的世界纪录。

目前，安徽正深化上海张江、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与上海市签署合作共建

协议，协同参与世界首颗量子微纳卫星发射。推

动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与沪苏浙协同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联合实施国家级和省级攻关项目。

组织上海、合肥等地新能源汽车产业与量

子企业对接场景需求，促进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的

产业应用；举办产业联盟大会，促进量子计算领

域企业集聚发展；合肥与上海两地12家单位发

起设立注册资本超70亿元的产业协同基金……

通过与上海等长三角区域内创新链产业链的密

切协同，安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正蓬勃发展。

以“融圈进群”为方向，推动合肥都市圈与

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联动发展，提升

城市群辐射联动效应；持续推进沪苏浙城市与

皖北城市结对合作帮扶、加快安徽长江城市

带、省际毗邻地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一地

六县”产业合作区建设，构建全省域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新格局……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

苏浙，扬皖所长，安徽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涌动着充沛强劲的发展动能。（张彩莉）

向“实”发力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日前，2024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机器人

高峰论坛暨第十届恰佩克颁奖仪式在芜湖

市鸠江区举行。

本届活动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

协会、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芜湖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共同探讨机器人产业未来

发展方向，推动我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

展。恰佩克奖为机器人行业重要奖项，以

robot（机器人）一词创造者捷克科幻小说

家卡雷尔·恰佩克的名字命名。

开幕式上，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

协会发布“中国城市机器人产业综合实力

排名 TOP10（2023）”榜单，芜湖位列第

七。芜湖机器人产业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智特科技高端装备、珅斯传感器、讯康核心

零部件、艾创微模拟芯片等16个项目签约

落户，总投资103.2亿元。现场还举行了

“科大讯飞机器人超脑平台2.0”项目启动

仪式、院士主题报告等多项活动。

目前，芜湖建成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

人产业发展集聚区，形成了核心零部件自

主可控、机器人本体接近国际一流水平、机

器人与人工智能加速融合的全产业链集聚

发展态势。 （阮孟玥）

芜湖居全国城市机器人产业
综合实力排行第七

按照皖北重点产业集群建设推进会

部署要求，宿州市萧县立足县域优势，实

施“一县一策”产业发展规划，加大“双招

双引”、以商招商力度，优化产业布局，推

进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建设，

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皖北全

面振兴。

加大招引力度，实现聚链成群。萧县

明确招引和培育重点，精准导入优势产业

资源，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正加速聚

集。萧县经济开发区入驻汽车配件生产

企业35家（其中投产企业16家），包括浙

江值科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总投资5亿元

“年产1000万套制动系统和1000万个变

速箱项目”，安徽瑞祥工业有限公司总投

资1.2亿元“年产10万套汽车焊装夹具项

目”等，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

业产值6.78亿元，实现税收1738.87万元。

优化产业布局，增强产业动能。萧县

持续深化与浙江瑞安、玉环等城市合作，

承接长三角地区汽车零部件产业转移，以

主要整车企业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为目标，

打造汽车制动系统、汽车热管理系统、滤

清器、保险杠、汽车自动防撞器等主要产

品，入驻汽车配件生产企业集中布局在萧

泉园及汽配产业园内，串珠成链、聚链成

群、集群成势，形成萧县汽车零部件拳头

产业。

注重延链强链，催生产业升级。萧县

大力实施汽车后市场服务优化提升行

动，加快编制印发充电桩布点规划，加快

制订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施工图”，引导

社会资本参与，一体统筹、一体搭配、一体

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市场

化配置难以覆盖的乡镇及偏远农村地区，

着力构建“快慢互补、智能开放、安全可

靠、经济便捷”的充换电服务体系；构建汽

车服务生态体系，通过汽车后市场的加快

集聚、错位发展，推动构建购车、扮车、检

车等“一条龙”汽车消费链，提高后市场发

展水平。 （董晴 李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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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配件产销两旺机车配件产销两旺

6月3日，在淮北市濉

溪经济开发区一家制动系

统生产制造企业，工人在

生产车间生产电动车制动

盘产品。淮北市濉溪经济

开发区依托铝基新材料基

地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汽

摩配套产业，积极引进汽

摩零部件生产企业入驻，

通过专注细分领域，走专

精特新之路，用小部件敲

开大市场。

万善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