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造强省扎实推进
制定了制造强省建设方案和制造强省“政策

10条”，并配套出台了支持机器人、集成电路、新

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民营经济、中国

声谷发展等系列政策，真金白银支持工业发展。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1%，增速

居全国第 3 位、中部第 1 位。其中，2017 年居全

国第 6、中部第 2 位，2018 年（9.3%）居全国第 4、

中部第1位，创近四年新高。

传统产业加速提升
扎实推进工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8 年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钢铁去产能任

务，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0%。持续实施新

一轮大规模技术改造专项行动，每年技术改造投

资约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工业投资1/2，对

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近两年累计改

造各类设备43万台套以上。大力实施安徽工业

精品培育行动，累计培育“安徽工业精品”500

个。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聚焦智能家电、智能语音、新型显示、机器

人、汽车、新能源汽车六大优势主导产业，实施

“建芯固屏强终端”行动。新型显示实现了“从沙

子到整机”的整体布局，是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水

平最高的新型显示产业集聚基地，贡献了全球

20%的智能手机液晶屏、30%的平板电脑显示

屏。冰箱、洗衣机、彩电、空调四种家电产量约占

全国的 1/5，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球 1/10，六轴

工业机器人产量居全国首位，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占全国 13％，智能手环出货量全球第一。智能

语音入选国家三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试点，

“中国声谷”拔节壮大，初步构建了从基础设施、

技术、产品到应用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2018

年实现产值650亿元，同比增长30%。

新型制造加快发展
实施产学研深度融合工程，建成智能传感

器、新能源汽车等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19家、工

业设计中心195家、企业技术中心1309家，成立

智能制造、大数据、磁性材料等产业技术联盟

114个。累计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16000余台，

认定数字化车间 204 个、省级智能工厂 45 个。

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 56 家、绿色设计产品 115

种、绿色供应链2家、绿色园区6个，加快构建绿

色制造体系。

民营经济活力增强
2018 年全省民营企业数量首次突破百万

户、达112.8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达1.74万亿，

贡献了全省 56.8%的生产总值、68.8%的税收、

70%的技术创新成果、80%的城镇劳动就业、

90%以上的企业数量，成为安徽工业增速稳居全

国第一方阵、GDP突破3万亿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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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创新“先手棋”
新兴工业大省地位基本确立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时指出，安徽在科技、教

育、人才方面有自己的优势，要用好这一优势，下好创

新“先手棋”。安徽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着力在“四个创新”上下功夫，达到了创新“一子落”，

发展“满盘活”。

同时，安徽深入实施制造强省战略，狠抓技术改

造、智能制造、专精特新、安徽精品、工业设计、民营经

济、节能环保“五个一百”等一批具有安徽经信特色的

品牌工作，工业经济呈现有规模、有速度、有质量、可

持续的良好发展态势，新兴工业大省地位基本确立，

正在加速向制造强省迈进。 □ 记者 祝亮

在原始创新上下功夫
安徽基础研究实力比较强，拥有中国科大、中国科

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大科学装置等一批“国字号”创

新平台。这些年，放百年眼光、集全省之力，实施重大

科技创新，像量子通信、稳态强磁场、聚变能、类脑智能

等前沿领域实现了“捷报频传”，保持了全球领先优

势。有的人知道，安徽有一个“科学岛”，岛上有一个安

徽人俗称的“人造小太阳”，去年首次实现了等离子体

电子温度达到 1 亿度的稳定运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

录。这个“人造小太阳”一旦真正实现，人类能源问题

就能得到彻底解决。所以这个优势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抓原始创新。

在产业创新下功夫
如果说原始的理论创新是“钱变纸”，产业创新就

是“纸变钱”。安徽坚持“科创+产业”融合发展，每年

实施 1000 个亿元以上重大技改项目，大力推进 24 个

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这些年安徽采取“两手抓”，

一手抓传统产业的脱胎换骨，也就是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用安徽自己的话说是打造新的“铜墙铁壁”。今年

铜陵有色集团和海螺集团首次进入世界 500 强行

列。另一手抓促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用安徽自己的话说是做好“芯屏

器合”工作。所谓“芯”就是芯片产业，安徽积极发展

包括“长鑫存储”一批骨干企业在内的 129 户集成电

路企业，未来的合肥将“芯”光灿烂。所谓“屏”就是平

板显示产业，合肥集聚了 6 代线、8.5 代线、10.5 代线

于一身的世界最大的平板显示基地。所谓“器”，指装

备制造及工业机器人产业，六轴机器人产量居全国第

1 位。所谓“合”，指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科大讯

飞的智能语音技术让机器像人一样能听会说。这是非

常重要的产业创新。

在协同创新上下功夫
大创新、大发展，小创新、小发展，不创新、难发

展，这是安徽这些年推进创新得出的重要结论。安

徽紧紧围绕争创国家实验室、助力国家解决“卡脖

子”等难题，整合省内科研单位资源，协同国内外优

质创新力量，形成安徽大体量、大协作创新架构。比

如安徽与中科院联合组建了三个研究院，一是量子

创新研究院，二是能源研究院，三是人工智能研究

院，都是前沿的重大研究平台。量子创新研究院汇

聚了中科院、清华、北大、复旦为代表的一批大院大

所大学，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一批企业科研力量，研

究骨干专家有 500 多人，都是非常有份量的专家。

协同创新的做法已经纳入了中央有关方面最近编辑

的《攻坚克难案例》。

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
安徽在实践中感到，体制机制越活，创新动力就

越强。安徽针对用人管理自主权、科研成果转化、

资金使用效率存在的问题，在编制周转池、科技项

目管理、股权分红激励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有

效调动了积极性。举个例子，像安徽省首创的“编

制周转池”制度，过去存在空编不用、无编可用的结

构性矛盾，安徽根据这种情况，在科技体制管理改

革中实行了省级统筹、动态调整、周转使用，盘活存

量编制 9 万名，1 万编制进到高校，6 万编制进到医

院，2 万编制进到村小和教学点，激活了“沉睡的编

制资源”。这项改革已经推广到全省本科高校，推

广到市以下县级医院，推广到中小学特别是一些边

远的教学点，那里最缺编制。再比如，安徽新建运

营的安徽创新馆，这是全国首家以创新为主题的大

型场馆，建筑面积将近 10 万平方米。创新馆有什

么不同呢？它是集知识产权评价、交易、金融服务、

产业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大市场，好比知识产

权交易的“天猫商城”。上半年全省吸纳的技术合

同交易额增长 33.5%。这四大创新激发出安徽加快

发展的活力。

【创新】

【制造】

芜湖造船厂站展台

六轴自主机器人

应流集团直升机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