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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科大系及安徽明星企业“东超科技”

创始人韩东成正忙于出差，为产品应用于更多场

景奔波，而他们的二代空中成像技术正在抓紧研

发中。今年前两个季度，安徽的“吸睛度”不断攀

升。科大讯飞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讯飞医

疗刚刚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科大硅谷建设2

周年，一批成果转化落地，一批企业落户发展；深

空探测实验室与省、市创新平台牵手，着力打通

前沿领域产学研用；安徽自研人形机器人“启江

一号”亮相，引起高度关注；蔚来汽车宣布全球首

个车规5nm芯片流片成功，展现安徽企业的科

技实力；大众安徽首款轿跑SUV“ID.与众”上

市，并与小鹏汽车合作研发全新电子电气架构，

中德产业合作结出硕果；全国首创的通用人工智

能大赛第二届比赛启动，吸引众多行业企业和团

队参与；剑桥、牛津、哈佛学子齐聚合肥，感受创

新之城魅力；16家企业上榜2023年中国独角兽

榜单，数量居全国第六位……

科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依托科技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安徽近年

来打造了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构建了一套从

“实验室”到“应用场”的创新生态体系。

安徽创新，安徽创业，已成共识。

安徽科创“亮点纷呈”
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创新，从传统农业省

份向创新型省份转变，安徽亮点不断。

7月19日，安徽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

心成立，安徽省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正式揭

牌，我省自研人形机器人“启江一号”亮相。同

时，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科大先

进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等14家共建单位启动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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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安徽的人形机器人引起全国乃至海

外关注。这个身高1.7米、体重55公斤、拥有

36个自由度、搭载激光和红外相机毫米波雷

达、续航超过1小时的人形机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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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5月29日，安徽省工信厅发布《安徽

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7

年）》（征求意见稿），拟重点发展大脑、小脑、肢

体、检验检测4个方面，抢抓全球人形机器人未

来产业的技术制高点。

除了人形机器人，安徽企业在关键领域的

创新成果，也彰显了科技创新的安徽活力。

7月27日，蔚来汽车在上海举办一年一度

的科技日活动，创始人李斌现场宣布，全球首

款车规5nm芯片流片成功。作为造车“新势

力”，蔚来与合肥的故事已广为流传，蔚来充换

电阵营已有10余家不同品牌车企加入，共同构

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补能体系。在安徽境内

的高速公路和城市中，蔚来的充换电网络已全

覆盖，并与皖能集团等企业携手在能源领域展

开合作。

随着科大讯飞发布星火大模型4.0，讯飞医

疗的人工智能医疗服务更进一步。7月26日，

讯飞医疗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拟在港IPO上

市。同步，科大讯飞在香港数码港设立国际总

部，讯飞医疗组建国际研究院，将陆续展开与

香港高校和机构的更多合作，进一步开拓国际

市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长期探索和积累，也

让科大讯飞拿到了国家最高奖项。6月24日，

国家科技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大讯

飞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也是皖企

时隔9年后再获一等奖。

在人工智能领域，安徽持续鼓励创新。

7月16日，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大会暨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CCF

TEC专项赛）在安徽创新馆启动。活动开场致

辞由数字人完成，融合了我省企业自研的最新

技术。

在前瞻布局的未来领域，安徽正加速形成

自己的“竞争力”。

安徽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以人工智

能为例，我省在全国较早出台通用人工智能三

年行动计划和专项政策，顶格支持国产化软硬

件底座等研发，建成国内首个支撑万亿参数大

模型训练的万卡国产算力平台，全省智能算力

超过1.1万P。

目前，科技部批复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在安徽正加快建设，合肥获批

筹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

平台，认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类脑智能国

家工程实验室、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字号科创平台布局安徽。

2023年，全省招引人工智能落地项目733

个，总投资额超3000亿元。今年一季度，人工

智能产业落地项目345个，拟投资金额1400亿

元左右，同比分别增长76%和69.5%。同年，全

省559家人工智能规上企业实现营收1327.7

亿元。赛迪最新报告显示，2023年我省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评价排名全国第６位。

“试验田”变“示范田”
7月28日，“海外名校菁英人才安徽行”走

进科大硅谷，30名来自剑桥、牛津、哈佛大学等

海外顶尖学府博士组成的访问交流团，来到科

大硅谷平台服务公司交流学习。

是什么让世界顶尖学府的学子们感兴趣？

“合肥这些年发展迅速，每一回来都有新

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变化。这次活动中的科大

硅谷等参观考察地点与我们的科研背景、项目

诉求是高度匹配的，可以让更多海外高层次学

子了解合肥，未来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文化

交流等方面开展更多合作。”牛津大学中国学

联人才代表李思琪说。在7月27日的海外名

校菁英人才合肥对接会上，作为科大硅谷核心

区的中安创谷与合肥科创集团联合英国牛津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共同签约海外人才服务

合作关系。中安创谷的海外校友创业孵化基

地，则致力于为更多优秀人才提供创业就业的

平台和机会。

今年6月中旬，作为安徽三大重点创新平

台之一，科大硅谷建设满两周年。

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

重大机遇和挑战，以创新见长的安徽，需要一

块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深入推进体制机

制改革，加快构建市场化运营服务体系，科大

硅谷应运而生。

科大硅谷平台服务公司董事长吴海龙介

绍，自建设以来，科大硅谷坚持市场化、平台

化、专业化、国际化思路，面向全球招募创新

合伙人，以市场化方式推动成果转化、企业孵

化，探索建立以企业为主、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两年来，科大硅谷片

区新入驻科技型企业1520家，累计聚集科技

型企业和科创服务机构超过4700家，新增各

类创新创业人才超1万名，设立海内外创新中

心9家。集聚各类基金200多只，总规模超

2300亿元。

一位芯片设计公司负责人的看法，代表了

对科大硅谷“出圈”的注解。在他看来，优质的

教育资源优势，颇具规模的资金优势，以及多

项利好政策的加持，让科大硅谷成为国内近年

来涌现出来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创新平台。

围绕贯通“实验室”到“应用场”，科大硅谷

代表了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新逻辑”。

安徽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近年

来发力打造新型科创平台，探索“安徽模式”

“安徽经验”。

与科大硅谷不同，安徽科技大市场专注促

进科技研发成果落地转化。

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王倩介绍，2020年4月，安徽省科技厅

与合肥市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依托安徽创新

馆，建设省市县三级联动、线上线下互动的大

市场。大市场定位打造“政产学研用金”六位

一体的成果交易和转化平台。

截至目前，安徽科技大市场已汇聚省内外

科技成果1.8万项，累计建成运营分市场和成

果产业化基地14个，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活动超

500场，依托全国唯一“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

基地”培养实战在一线的技术经纪专业人才

2700多名，全力推

动更多科技成果从

“试验场”走进“大

市场”。

此外，安徽科

技大市场还探索

“成果熟化+场景挖

掘”转化机制，结合

全省统一的科技成

果应用场景大市场

建设，举办安徽科技

成果应用场景交易

会等应用场景发布、

消费者体验、直播带

货活动，大力推广销

售安徽创新产品，助

力“展品”变“商品”，

已累计为企业实现

销售额超 3 亿元。

安徽科技大市场还通过“科技服务直通车”产学

研对接服务，增强区县科技服务力量，深入企

业“穿针引线”。

科大硅谷和安徽大市场，是安徽科技创新

两种不同类型创新平台的代表。安徽省科技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全力推进国家、省重

点实验室建设。今年上半年，我省新获批组建

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雷达探测感知２家全国

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总数已达9家。

同时，我省大力推进省级实验室提质扩

容，积极推动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新认定

战略性矿产资源深部探测与评价利用、人形

机器人2家重点实验室。聚焦新能源汽车、先

进光伏、动力电池等领域，支持龙头企业牵

头，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院所，新立

项组建11家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研究院总数

已达20家。

让搞科研的“心无旁骛”
一系列创新平台，令人鼓舞的成果背后，

是在省委、省政府统筹领导下，安徽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打造科创生态体系的努力。

7月15日，安徽省科技厅发布《关于开展

2024年安徽省“科技副总”选派推荐工作的通

知》，344名高校或科研机构专业人才成为我省

今年第一批的“科技副总”。从名单上看，这些

“科技副总”被派往全省各地有强烈需求的企

业，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帮助企业推进研发，

促进转化。

安徽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我省纵深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科研经费

“包干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堵点，营造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

新生态，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过去，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单位，按

无形国有资产管理，无法赋权给技术发明人，

影响了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导致大量科技成

果停留在实验室、锁在抽屉里。

2023年底，我省选取106家单位开展职务

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推广职务科技成果

“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新模式，为全国首创。

在充分考虑国有利益的基础上，让科研人员拥

有科技成果全部所有权。通过改革，有效解决

了科技成果处置难、科研人员“不想转、不敢

转、不会转”难题。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

赋权职务科技成果687项，成果估值4.67亿元，

成立或入股企业82家。

今年，安徽省科技厅联合安徽省财政厅印

发实施《进一步深化安徽省财政科研项目经费

“包干制”改革试点方案》，将试点范围由一大

类科技计划4个子项扩大到五大类科技计划

17个子项，同时制定负面清单，明确六大类限

制违规开支的情形，最大限度赋予科研人员项

目经费使用自主权，有力确保了项目经费“放

得开、管得住”，进一步为创新主体“松绑”。通

过改革，平均节约科研人员时间15%~30%，使

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专注创新。

为加大对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力度，避免

资金“撒胡椒面”，安徽开展科技重大专项“零

基预算改革”。

“零基预算改革，实际上是我省用资金统

筹倒逼政府工作整合的探索。”安徽省科技厅

资源配置与管理处副处长段菖蒲回忆一年来

改革历程时说。2023年，省政府整合省发改、

科技、工信等部门科技攻关资金，设立10亿元

省科技创新攻坚专项资金，集中力量支持全省

科技攻关，解决以往科技攻关“分散、重复、低

效的‘老毛病’”。从支持力度看，零基预算改

革后，单个研发项目获得的资金支持平均提升

5~6倍，金额可达千万以上。

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带来明显成效。

2022年6月，省政府出台《安徽省深化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体系建设行动方案》。在政策改革举措和专项

行动的引导下，2023年，全省吸纳技术合同成

交额4734.24亿元，同比增长54.2%。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我省科创

人才库不断充实。截至目前，全省人才总量达

1272万，年增长率约9%。其中，专业技术人才

505万人、高技能人才215万人。拥有国家级

人才近1500人次，其中，在皖院士38位，国家

“杰青”213人次、“优青”238人次。

在科技创新体系支撑下，我省科技企业队

伍不断壮大。全省目前拥有独角兽企业16家，

科创板上市企业24家，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7万家，分居全国第6位、

第6位、第8位、第7位。

瞄准未来打造一流高地
安徽科创的“出圈”，离不开战略卡位的精

准。围绕未来，安徽已在加速打造一流高地。

安徽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将

建强战略科技力量，打造世界一流的量子信

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科创高地。支持合肥

建设“国家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全球量子科

学中心”，将合肥国家实验室打造成国家实验

室标杆。全力争取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加速聚变能商用进程。高

标准建设天都实验室、中国科大深空探测学

院和深空科学城，牵头或参与探月、探星等国

家重大任务。统筹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取得一批“从0到1”的重大原创性颠覆

性成果。

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针对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

科技支撑。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

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安徽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坚持四个面

向，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提

升基础研究能力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

方向，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

重要落点，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根本动力，

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基础支撑，以全

域创新与开放协同为推进路径，将我省建设成

为全国重要的区域创新高地和科技强国的战

略支点，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增添强劲动能，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郜征）

科创安徽，何以“热力四射”？

7月17日晚，大众安徽首款轿跑SUV“ID.与众”在合肥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