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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中科光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光仪”）有

喜事了——公司进行第三次“乔迁”，将家安在了位于安徽合肥市

高新区的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以下简称“合肥创新院”）产

业创新中心16层。其办公面积由刚起步时不足100平方米，增

加至600多平方米，企业效益越来越好。

2014年，为实现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发挥科

技对区域经济发展支撑作用，合肥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合作共建合肥创新院。

十年来，该院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构建“技术孵化、技术转化、

企业孵化、创业投资”四位一体的创新机制，建立起创新链、产业

链、人才链、资本链、服务链五大要素紧密融合的“科创+产业”生

态体系。

“像中科光仪这样的企业，我们已经孵化了400多家。”7月

12日，合肥创新院院长吴仲城告诉记者。

构建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2021年7月，中国科大硕士生导师刘旭带领他的科研团队申

报的项目——“大型特种设备安全性的光纤智能传感技术”，在

“科学岛研究生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奖。

随后，在合肥创新院的孵化下，刘旭团队成立中科光仪，致力

于“做知名传感领域供应商”。不到两年时间，公司营收和净利润

分别增长了35倍和8倍，并成功申报了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中科光仪发展到今天，是合肥创新院大力扶持的结果。”刘

旭说。

作为安徽省首批全创改试点单位之一，合肥创新院围绕科技

成果转化，充分发挥“科研机构与产业界的桥梁”作用，构筑区域

科技创新、产业赋能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综合枢纽。

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不愿转”“不好转”的难题，

合肥创新院制定了一套能够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科技成果转

化机制。

针对成果转化研发团队，该院建立“技术入股+现金入股”的

投资组合，在技术成果落地并成立企业时，将不低于70%的股权

奖励给研发团队，形成激励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长效机制。

针对成果转化服务团队，他们激励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人

员，成立合肥创新科技管理合伙企业，将平台研发科技成果作价

入股中的10%股权奖励给合伙企业，激励合肥创新院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团队。

在科技成果转让过程中，该院建立“协议转让为主、评估定价

为辅”的科技成果转让机制，使得科技成果产业化后的市场价值

估算更加精确。

为了让科技成果“落地生金”，合肥创新院举办了“科学岛研

究生创新创业大赛”。中科光仪就是从这一大赛中诞生的。

吴仲城介绍，合肥创新院聚焦“数字经济，生命健康”两大未

来产业，围绕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数字乡村、精准肿瘤医

疗装备、中医药现代化四个细分产业领域开展成果转化，成功孵

化培育出中科美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中科本元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等多家知名企业。

截至目前，合肥创新院打造了25个工程技术研发平台，4个

公共服务平台，先后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众创空

间等8个国家级平台资质。

为科创企业提供精准化服务

“合肥创新院作为科技转化平台，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创新

创业沃土。”合肥中科普瑞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科普瑞昇”）董事长刘青松说。

中科普瑞昇是合肥创新院孵化培育出来的一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

自2015年成立以来，该公司依托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围绕细胞问题展开科技攻关和产业化。

在中科普瑞昇的发展过程中，合肥创新院积极引进各级金融

资本投入，针对痛点难点主动嫁接资源、开展培训服务，解决了发

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2023年11月，合肥创新院协助中科普瑞昇完成1.1亿元股权

投资，用于公司研发和补充流动性资金。

吴仲城介绍，合肥创新院围绕科创企业成长服务体系建设，

打造“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创新中心”的科技成果

转化创新综合体。

此外，合肥创新院聚焦产业，汇聚科技、市场、平台、人才、资

本、产业等要素资源，成立科创企业成长学院，开展初创企业辅导

项目、成长企业进修项目、领军企业赋能项目，加速产业培育。

“我们为科创企业成长提供全方位精准化服务，帮助他们更

快更好地成长。”吴仲城举例说，合肥创新院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大脑，提供包括质检、租赁维保、

科技金融、充电运营等服务。

截至目前，合肥创新院已孵化培育企业超400家，直接参股

企业180多家，孵化6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家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13家企业入围合肥市新型研发机构首批上市后备企

业名单，3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在合肥所有新型研发机构中入

围数量排名第一。

吴仲城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主动与国内头部研发平台、头

部创新资源汇聚城市开展合作，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

创新产业培育发展平台。”

（科技日报记者 洪敬谱 通讯员 杨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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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号上午，安徽省人形

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成立大会

暨安徽省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

安创谷一期全球路演中心举

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丁汉，中国

工程院院士刘宏，启元实验室副

主任黄子中，安徽省科技厅党组

书记吴劲松，安徽省科技厅副厅

长李国阳，安徽省工信厅副厅长

姚凯，安徽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

汪毅，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长袁

飞出席。

现场，安徽省人形机器人产

业创新中心、安徽省人形机器人

重点实验室正式揭牌。江淮前

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

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

十四家安徽省人形机器人产业

创新中心共建单位启动共建合

作。中国工程院刘宏院士受聘

为安徽省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

丁汉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

朱向阳教授等专家受聘为首批

学术委员会委员。

值得关注的是，大会现场，

由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自研的安徽首款人形机器人整

机产品“启江一号”精彩亮相。

“启江一号”人形机器人身高

1.7 米，体重 55公斤，全身拥有

36个自由度。搭载激光雷达、

红外相机毫米波雷达、腰部

IMU、双目相机等传感器，续航

时间超过1小时，以其领先的技

术和卓越的性能在人形机器人

领域独树一帜。具身智能全栈

技术整合了感知、决策和执行

系统，确保机器人能够在复杂

环境中实现高效自主运作。大

幅自然步态使得机器人行动更

加灵活，实现接近人类的自然

行走方式。采用自研高爆发准

直驱的关节模组，增强了步态

运行的环境适应性。全天候全

天时感知系统使得机器人在暗

光照、浓烟等退化环境下，依然

能够保持精准定位和建图的能

力。同时，该人形机器人研发

团队还具备系统级测试评估能

力，针对人形机器人作业任务搭

建虚实结合的测试评估系统，实

现全周期-智能化-多耦合任务

级测评。

此次揭牌成立的安徽省人

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将围绕

工业生产、高危作业、医疗养老、

文化教育、安防巡逻、灾害救援

等重点领域需求，重点突破一体

化关节模组研制、强健肢体、智

慧大脑、敏捷小脑等关键技术。

汇聚安徽省人形机器人优势平

台力量，建设人形机器人系统集

成中心、综合测评中心、产业应

用中心以及芜湖产业分中心，形

成“产、学、研、用”一体化全链条

发展模式，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全

流程自主研发与批量生产。

安徽省人形机器人重点实

验室将面向我国重大战略需求，

围绕人形机器人“大脑-小脑-肢

体-测评”全方位全链条技术布

局，形成“提出需求-技术突破-

技术迭代-场景落地”的内循环，

建设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前沿科

研机构，专注于核心技术创新、

产品研发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为

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提供强

劲支撑。现场，江淮前沿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高灵巧通用人形机

器人、人机共融养老康复机器

人、大翼展仿生扑翼飞行机器

人、裸眼3D光场全息通讯四个

项目分别做项目推介。

（郜征 任逸玮 许静怡）

安徽首款自研人形机器人
“启江一号”亮相

7 月 19 日，在合肥市蜀山

区，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高

质量发展联盟（以下简称“C9联

盟”）第四次联席会议暨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大会举行，笔者了

解到，2024年，C9联盟将合力推

进楼宇经济、商圈共建、城市更

新典范打造、非遗文旅、科技创

新等“十大重点项目”。

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

高质量发展联盟（以下简称“C9

联盟”）于2021年成立，包括上海

市黄浦区、南京市鼓楼区、苏州

市姑苏区、杭州市上城区、宁波

市鄞州区、合肥市庐阳区、合肥

市蜀山区、无锡市梁溪区、南通

市崇川区。

跨过4个年头，9座来自长三

角万亿级GDP城市的中心城区

深化合作交流、联动探索，联盟

共建创新创业交流平台、升级更

新联盟“科技创业护照”、升级发

布长三角C9 联盟政务合作2.0

版、深化市场监管合作等，推动

一体化合作领域和纵深再拓展。

据统计，2023年联盟综合实

力持续提升，九区合计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1.77 万亿元，平均增速

约3.7%，以不足长三角1% 的土

地面积，贡献了约5.8% 的地区

生产总值。单位面积经济产出

达到9.55 亿元/ 平方公里，是长

三角平均水平的11 倍。

联盟高端产业蓬勃发展，

2023年九区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1.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达

9102 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到

4079 亿元，同比增长2.8%，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3%。九区

合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123亿元，限上批发和零售业商

品销售总额达4.63万亿元。

“合肥市蜀山区集聚科技创

新，打造‘全域科创’，在节能低

碳环保产业和数字科技产业等

方面取得了优秀成果。”上海市

黄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游盛介绍，黄浦区看重与蜀山

区在科创方面的合作，未来将在

科创载体的资源共享、科创机制

的协同联动、科创人才共同培养

方面加强合作。

据合肥市蜀山区城投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东海介绍，

蜀山区将进一步增加科创载体

共享覆盖数量，加强科创基金联

动和合作，建立长三角人才交流

共育机制，在城市开发与更新、

历史遗迹保护与开发、科技创新

与智慧城市方面交流互动、资源

导入，“九家城投公司就科技创

新驱动、产城区域融合进行了深

度交流，并初步达成共商、共建、

共发展的多元合作机制。”

据介绍，2024 年，C9 联盟

将合力推进“十大重点项目”：

楼宇经济品牌推广项目、数字

化赋能城区发展项目、长三角

品质商圈共建项目、中心区创

新创业联动项目、老字号品牌

创新发展项目、“非遗”文化传

扬与文旅新活力打造项目、“双

碳”示范区建设项目、城市更新

典范打造项目、“C9 第一方阵”

品牌打造项目和产业协同发展

实践研究项目。

（金士超 汪漪）

长三角C9联盟今年将合力推进
科创等“十大重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