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市科技工作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创新体系涵盖省、地、

县三级，市县是最基础的环节，能否建成科学有效的区域创新体系，市县科技工

作至关重要。“十二五”期间，安徽省各地市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科技部、省科

技厅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本地市科技创新工作，积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推动“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行动计划实施。各地市

坚持立足产业层面建设创新主体，立举措，促整合，聚焦产业、企业、平台、人

才队伍建设，在科技投入、税收优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

农业科技进步、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等方面探索出适合各地发展的经验。 

本课题对安徽省 18 个市、直管县推进科技创新做法、取得成效、存在不足

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概括分析，并提出未来发展方向。 

1 合肥市 

1.1 主要做法及成效 

2015 年以来，合肥市聚焦重点领域，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为支撑，

不断探索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之路。 

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重大项目，加快推进质子和重离子癌症治疗、

燃气轮机、免疫医疗、超硬材料、薄壁铸造等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科技金融

结合，扩大天使基金投资，面向全球引进高层次人才 200 人。 

加快打造企业创新主体。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积极推进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和复审，建立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梯队。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入选

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制定出台众创空间及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

和管理办法，建设 5F 创咖、梦工厂、聚变场等各类众创空间 44 家、其中国家级

4 家，新组建服务机器人、科技金融、轨道交通智慧制造、电力安全与节能、平

板显示、科技企业孵化器等 6 家产业联盟。新组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2 家、总

数达 392 家。新当选院士 5 人，新建 4 家院士工作站，引进院士 4 人，在肥工作

院士总数达 82 人。 

加快建设新型产业创新平台。推进大科学中心建设，已获批中科院大科学中

心建设。出台《研究院研发资金管理办法》，落实首批资金 5000 万元支持 40 多

项重点项目。建设安徽联合产权技术交易所，开通网上技术交易平台。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改革。落实省创新驱动发展“1+6+2”政策，完善市自主



创新政策，全年兑现 4.6 亿元政策资金支持企业创新。制定出台《合肥市进一步

扶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实施意见》、《科技报告制度》、《合肥市科技奖励办法实

施细则》等政策。在成果转化方面，积极推进科技成果“三权”改革试点，中科

大、合工大等国家试点单位制定实施方案，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制度建设。 

合肥市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据英国《自然》杂志报道，合肥基础科研实

力连续位居全国前 5。合肥先后获批国家首批创新型试点城市、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等，连续 8 次蝉联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创新实力明显增强，主要指标全

部进入全国省会城市“十强”，国家高企数上升到第 7 位，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

权量分别上升到第 5、10 位，R&D 占 GDP 比重上升到第 3 位，技术交易合同额

上升到第 8 位。 

创新平台建设加速。中科院合肥大科学中心获批筹建。启动建设了中科大先

研院、清华公共安全院、中科院创新院、合工大智能院、北大未名生物院等一批

新型协同创新平台。 

创新产业集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和效益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新能源汽

车、公共安全等新兴产业高速发展。量子通信、铁基超导等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

列。 

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出台并每年完善市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构建创新能力评

价体系，建立市与县区、开发区创新指标及政策联动机制。 

1.2 存在不足及“十三五”发展方向 

合肥市科技创新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一些不足：在国内外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企业数量有待提高；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体系衔接的紧密度不够；

人才结构仍需优化，高层次创新和管理人才的引进培育力度还需加强等。 

合肥市科技创新工作按照“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定位和“新跨越、进十强”

部署，突出改革引领、创新驱动、跨越赶超。“十三五”时期，合肥将充分发挥

科教资源优势，加快全面创新改革，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 

（1）构建创新平台载体，争取建设合肥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提升省院市

校战略合作层级，依托国家大科学工程和重大研究项目，在新能源、新材料、环

境健康等领域不断催生变革性技术和产品，推进量子通信、高性能计算机、超导、

高端医疗装备等重大科技成果应用开发及产业化。 



（2）强化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完善促进创新创业发展的政府采购相关措

施，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技术交易政策。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公开统一

的全市科技管理平台。强化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布局、评估和监管。建

立和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机制。 

（3）加速产业创新升级，完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围绕产业关键环节，实

施一批科技重大专项，加速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围绕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

提升，布局一批重大项目和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加快推进智能机器人、燃气轮机、

数控机床、精密制造、离子治疗中心等重大项目关键技术突破。 

2 芜湖市 

2.1 主要做法及成效 

芜湖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创新型省份建设配套政策的通知》，将市

奖励补助标准调高到省级标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芜湖市大力推动创新创业，发布了《关于发展众创空间促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实施意见》、《芜湖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办法（修订）》

等政策，2015 年，共有 2 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8 个项目获得省科

技进步奖，其中 2 个项目获得一等奖。 

大力招引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积极利用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专题

活动、科技招商、创新创业大赛等途径，宣传高层次人才团队政策，新招引团队

63 个，对其中 28 个团队予以重点扶持，扶持金额达 2.08 亿元。 

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围绕机器人、光电显示、通用航空、智能制造（3D

打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推动产业共性技术、关键

技术研发。新增芜湖通用航空产业技术研究院、安徽华东光电产业技术研究院、

安徽春谷 3D 打印智能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3 家市重点扶持产业技术研究院，

总数达 20 家，并组建了 3 家院士工作站。 

深化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建设。认真做好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复核，培训专

利人员 200 多人，提升企业专利信息分析利用和规范管理能力。全年发明专利申

请量预计达 12339 件、发明专利授权量达 1927 件，分别同比增长 32%和 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