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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工业城市，蚌埠是怎样闯出
一条科技创新的新路？

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上，蚌埠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启动合芜
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系统推进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深入实施，开展驻蚌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驻蚌部队发展专题
调研，深入挖项目、找成果，上半年摸排
项目97个，总投资391.5亿元。

蚌埠市加快健全完善科技创新项
目谋划、建设、推进等重大事项，设立 1
亿元专门面向驻蚌单位的创新成果转
化专项资金，有效打通科技成果转化

“关键一公里”。“超薄信息显示玻璃工
业化制备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开发”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科院（蚌埠）科
技成果交易转化中心、蚌埠绿色谷技术
创新中心加快推进。

今年 1～6 月份，蚌埠全市发明专利
申请量2321件，占专利申请量比例居全
省第 1 位；发明专利授权量 268 件，居
全省第 4 位。支持浮法玻璃新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微机械电子系统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南京传动院等
国家级研发平台提升创新能力，新认
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9家，加大科技金
融支持力度，合肥科技农商行落户蚌埠，
即将开业运行……

强化创新要素保障，全面提升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累计为
179 家企业发放“税融通”贷款 2.37 亿
元，为 208 家企业发放续贷转贷过桥资
金 15.63 亿元。汇能动力、好思家等企
业成功登陆新三板，挂牌企业总量达
25 家，居全省第 3 位，新三板企业实现
县区全覆盖。全面深化“放管服”改
革，动态调整《蚌埠市市级涉企收费清
单》，制定《商业银行及抵押贷款环节
涉企收费清单》和《蚌埠市市级涉企工
程建设项目收费清单》，取消降低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基金 20 项，年减轻企业
负担 3200 万元。

正是有了科技创新的强力保障，今
年以来，蚌埠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
业生产较快增长，尤其是新兴产业发
展较快，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 714.6
亿元，增长 9%，增幅居全省第 5 位。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新技术工业增
加值 238 亿元，增长 17%，增幅比全部
工业高 6.9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2.7 个
百分点，居全省第 5 位，增加值占比由
去年同期的 41.8%提高到 44.8%。战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产 值 794.4 亿 元 ，增 长
24.9%，高于全省 3.4 个百分点，居全省
第 5 位，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36%，居全
省第1位。

完善创新项目谋划建设
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蚌埠：科技创新驱动新兴产业高速发展

近年来，蚌埠通过加快健全完善科技创新项目谋划、建设、推
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启动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深入实施，各类新兴产业得
到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蚌埠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794.4亿元，
增长24.9%，高于全省3.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5位，占规模以上工
业比重36%，居全省第1位。 ▋本报记者 文/图

问鼎世界玻璃“超薄”
创新是企业最强大引擎

2017 年9月19日，在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浮法玻璃新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0.15 毫米的玻
璃，薄若蝉翼，而且品质卓越，表面光洁如镜，可以弯曲，不仔细端
详，几乎“看不到”。

这个技术打破国际玻璃巨头的垄断，实现超薄玻璃的国产化，
用实际行动发挥带动示范和技术引领作用，用实实在在的技术成
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

现在，0.15 毫米的超薄玻璃批量生产，让蚌埠玻璃问鼎世界
“超薄”之巅。而这只是创新发展带来的成果之一。自合芜蚌试验
区建设以来，创新驱动早已成为蚌埠升级提速的关键词。

0.15 毫米的超薄玻璃批量生产，让蚌埠玻璃走到了领先全球
的位置。

作为城市发展的“驱动器”，创新已经为蚌埠科学发展、弯道超
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也毫无悬念地成为蚌埠未来发展之路上
最强大的引擎。

15 年前，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只是个收入不到 1 亿元的
国家级甲级科研设计院所，经过狠抓创新和硅基新材料研制，成立
了凯盛集团。2016年，收入突破160亿元。

吸引人才科研攻关
五年人才数倍增长

据了解，研究院依靠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仅激活了本
体产业，还投资建设了国家级玻璃新材料科技产业园，吸引了一大
批主攻电子显示玻璃的上下游企业集聚，中国玻璃行业因此在国
际上迈入“领跑”阶段。

依托核心技术优势，蚌埠市近年建立了硅基新材料产业集聚
发展基地。基地产值年均增长25%，产值突破400亿元，预计2020
年突破1000亿元。

为鼓励创新，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建立了首席科学家和首
席研究员制度，每个科学家带领一个科研团队攻关，形成了以国家重
点实验室为核心的研发体系。课题成果实现产业化，加之期权和股
权的激励，5年设计院人才总量增长2.5倍。

截至目前，蚌埠已经构建了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玻璃节能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国家级创新平
台，吸引了包括中组部“千人计划”在内的一批高科技人才。同时，
依托单位收购了国外某家公司，建立了64人规模的海外研究团队。

众所周知，蚌埠有着众多的滤清器
产业集群，而新建于2009年的安徽凤凰
滤清器公司却能独立鳌头，有着较高的
市场占有率。

“发动机滤清器、空调滤清器、燃油
和机油滤清器，这四大类从原材料到产
品研发，我们全覆盖。”安徽凤凰滤清器
公司总经理陈登宇介绍说。

基于蚌埠滤清器行业得天独厚的优
势，凤凰滤清器公司经过不到一年半的
时间，完成了项目的选址、征地、组建，并
于 2009 年 6 月份从东莞整体搬迁至蚌
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家落户。

从 2009 年的 6000 万到现在 2.6 亿
的年收入，凤凰滤清器已登陆新三板，为
什么能有这么快的发展？

“就是得益于创新，在国内走在行业

领先水平，这种创新带领企业快速向前
发展。”陈登宇说。

凤凰滤清器的快速发展更得益于
蚌埠良好的政策支持、政府高效的服
务意识和成熟的行业基础及人力资源
的优势。

陈登宇认为，现在国际国内市场需
求量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对企业发
展是个难得的机遇，由于产品近 65%
出口欧美等国外市场，扩大产能及提
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以适应市场的需
求，是目前最为紧切的任务。我们企
业产品主要以汽车空调滤清器和环保
型汽车滤清器为主，市场和产品结构
和蚌埠现有的滤清器行业形成很好的
互补，正在建设的三期工程将把企业已
研发成功的纳米技术实现量产。

从6000万到2.6亿
创新更需良好的生态环境

凯盛集团，手机玻璃屏幕生产车间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人员在进行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