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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坚持把创
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把科技创新摆
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在 2023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首次出现
在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中， 会议部署的明年
九项重点任务中， 第一项就是“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这传递出加强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信号，
进一步突出了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

2023 年， 全市科技系统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坚持以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建设为
抓手， 系统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建
设， 开辟淮南科技创新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再造淮南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为新时代美好
淮南建设贡献淮南科技力量。

亮点频现 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2023 年， 全市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

心地位， 推动科技同经济深度融合， 不断把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关键指标增幅较快。 今年以来， 市科技局不断创
新工作思路和方法， 通过拓源头、 建队伍 、 优服务 ，
多措并举推动各项指标取得新突破。 2023 年， 全市已
登记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 261 亿元 ， 较上年度增长
167%； 已登记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 108 亿元， 较上年
度增长 170%。 2022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 24.115 亿
元， 较上年度增长 17.99%； 研发经费 （R&D） 占 GDP
的比重为 1.56%， 较上年度增长 0.16%， 两项增幅均为
全省第 6 位。 2023 年全市净增 61 家高新技术企业， 总
数达 313 家， 较 “十三五” 末增长 95.6%； 科技型中小
企业评价入库 474 家， 同比增长 81.6%。

平台建设成效明显。 全市积极统筹科技资源， 一
体推进科技服务平台搭建以及科技成果项目转化， 探
索科技赋能经济发展长效机制， 持续为地方特色产业
发展注入新动能。 “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与环境保护国
家重点实验室” 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 安徽理工大学
科技园跻身全省首批 4 家省级大学科技园之一， 自开
园已入驻企业 53 家。 新增省级创新平台 19 家 （其中
省重点实验室 4 家、 省企业研发中心 13 家、 省级众创
空间 1 家、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家）， 新增市级创新
平台 65 家 （其中市技术创新中心 6 家、 市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59 家）， 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先进煤
基高分子材料安徽省产业创新研究院” 获批安徽省产
业创新研究院。 全市共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15 项， 其
中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 项。

关键技术实现突破。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
强化， 创新要素加快向企业集聚。 由安徽永冠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发榜，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揭榜的 “瓜类嫁接育苗嫁接机器与关键技术研创及其
应用” 项目， 成功研制出新型瓜类育苗嫁接机， 该机
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淮南国力液压装备有限公
司研制的 ZSY40000KN 液压支架立柱试验台， 成为目
前世界最大吨位及最大试验长度的立柱加载核心试验
设备。

科创氛围日益浓厚。 科创论坛 、 创新创业大赛 、
技术需求发布……市科技局策划开展系列活动多场 ，
进一步点燃了这片创新创业热土的引擎。 2023 年， 淮
南市成功承办安徽省 “双创汇” 活动 3 场， 签署产学
研合作项目 6 个、 招商引资项目 3 个。 举办第十二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淮南赛， 35 家企业参赛，
其中 11 家企业进入省决赛， 1 家晋级国赛。 组织参加
第二届中国 （安徽）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 设立
100 平米的淮南馆， 征集成果 76 项 （实物展品 27 项）、
签约项目 15 项 、 企业技术需求 26 项 、 人才需求 40
项， 其中 200MW 光伏制氢合成氨项目作为全省十大
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项目在大会开幕式现场签约。 举办
“研之有悟·科创会客厅” 系列沙龙活动， 打造成符合
淮南产业需求、 提升淮南科创影响力的活动品牌， 持
续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和科技成果转化环境。

双招双引取得实效。 有力的政策支持、 良好的发
展环境、 贴心的配套服务、 优质的人才保障， 让高层
次人才在淮南安了 “家 ”。 2023 年 ， 我市新引进日 、
韩、 新加坡等中、 高端外国专业技术人才 15 人， 新培
育第十批 “50·科技之星” 创新团队 11 家， 推荐申报
省级院士工作站 1 家。 全市新材料产业在省平台新增
投产项目 16 个， 总投资 48 亿元， 两项全省排名均为
第 9 位； 全市人工智能 “双招双引” 平台累计录入项
目数 10 项， 总投资 9.42 亿元。

多措并举 科技创新活力充分释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
多元化加大科技投入。”

近年来， 市科技局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发展的核
心地位。 一个个创新成果转化成功， 一道道科研难题
被攻克， 一家家、 一群群科技特派员走入乡间， 科技
创新的强大力量正在淮南这片热土上不断开花结果。

站位全局， 谋划推动科技工作。 坚持党对科技工
作的全面领导，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 突出将科技创新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
去谋划， 牵头制定 《关于淮南市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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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落实举措》 《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引导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的实施意见》 《淮南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的实
施意见》 等政策性文件， 推动淮南市人民政府与中国
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签订 《关于建设新能源先
进制造基地合作框架协议》， 起草 《淮南市人民政府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战略合作协议》。

纵深推进，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加强企业创新主
体培育 。 探索培训+会议调研 、 培训+互动交流 、 培
训+政策宣传模式， 为申报高企企业开展培训辅导； 编
印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政策问答》， 发动县区园区科
技部门， 积极向企业宣介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政策 ，
引导科技型企业积极参加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兑现
2022 年度淮南市科技创新政策奖补资金 1320.4 万元，
167 家企业和 130 名人员享受政策红利。 加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 重点聚焦新兴产业和科技惠民的关键共性
技术， 安排资金 447 万元， 实施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62
项。 2023 年， 共争取省级各类科技创新资金 489.6 万
元， 组织企业申报省重点研发类项目 18 项、 基础研究
类项目 2 项。 开展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以上无研发活
动的制造业企业清零和主营业务收入 5 亿元以上没有
研发机构的制造业企业清零” 工作。 制定 《淮南市科
技部门常态化服务企业实施方案》， 组建联系企业服务
队伍， 包干到全市 “两清零” 目标企业。 2023 年全市
亿元以上无研发活动规上工业企业 87 家， 清零 85 家，
清零比例为 97.7%； 5 亿元以上无研发机构规上工业企
业 8 家， 清零 8 家， 清零比例为 100%。 要素联动， 推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建立校地合作对接机制。 支持
重点企业、 高校院所产学研要素对接， 先后与中国科
技大学、 山东齐鲁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江南大学等
建立成果转化对接机制， 促成东辰集团与南京工业大
学的 “低碳胶凝材料和应用成套技术开发” 项目合作，
项目规模 5 千万元。 开拓需求征集与成果发布新模式。
利用 “淮南科技” 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开展技术需求
及成果发布。 在上海全球供需对接平台 （InnoMatch）
建立 “淮南科技” 品牌馆， “借港出海” 发布淮南企
业技术需求， 积极融入长三角科创资源生态圈。 积极
融入长三角科创合作 。 支持淮南企业在长三角设立
“人才飞地” 3 家、 “研发飞地” 16 家。 与上海闵行科
委建立闵行-淮南需求成果对接机制， 在第八届中国创
新挑战赛 （上海） 闵行专场设立了淮南企业对接专项，
已发布我市企业技术需求 11 项， 积极进行科技成果对
接， 促进两地科技信息互通互联。 12 月 22 日， 由科技
部直属事业单位、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江苏省科
技厅、 浙江省科技厅、 安徽省科技厅共同主办的 “In鄄
noMatch ” 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大会暨第八届中国创新
挑战赛 （上海）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专题赛举行 ，
淮南市科技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 并作为获奖代表
做大会主题分享。

体制激励， 深入实施 “科技特派员+” 制度。 出台
《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的激励措施 》，
制定了相关激励措施。 2023 年， 科技特派员开展培训
2440 场次、 培训 94193 人次、 转化科技成果数 870 项、
领办创办经济实体数 669 个、 促进企业增收 5756.49 万
元 、 促进村集体增收 3031.58 万元 、 促进农户增收
9679.12 万元、 在省科特派平台发布信息 90 多次。

展望未来 激活科技创新强劲动能
2024 年， 市科技局将继续当好创新发展先行者，

以更强的责任感紧迫感、 以更大力度谋划推进创新主
体培育、 创新平台建设、 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工作 ，
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实现新跨越。

抓创新生态优化。 落实科技系统机构改革部署安
排， 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 确保机构改革任务高质量
完成。 贯彻落实 《淮南市科技创新考评办法 （试行）》，
压实市直部门、 县区园区抓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 支持安徽理工大学、 淮南师范学院、 淮南新能源
研究中心、 淮南大气科学研究院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
权改革， 让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 完善 “揭榜挂
帅” “竞争赛马” “定向委托” 等运行机制， 建立龙
头企业牵头、 高校院所支撑、 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参与
的联合攻关机制， 鼓励更多创新主体投身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 出台 《淮南市关于发展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
业的若干措施》， 强化对企业创新创业的金融支持。

抓创新平台建设。 在国家和省相关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框架下， 结合淮南市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进行统
筹布局和宏观调控。 省科技创新平台方面， 着眼于我
市优势产业， 着力冲击省产业创新研究院， 同时建设
10 家左右的省企业研发中心， 申报 1-2 家省重点实验
室。 市级平台方面， 开展绩效评价， 通过撤、 并、 转
等多种方式， 将功能作用相同或相近的科技创新平台
进行合理归并， 既要在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继续加大
支持， 也要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等布局建设科
技创新平台。

抓创新主体培育。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
小企业 “双倍增 ” 行动 、 规上制造业企业 “两清零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以上无研发活动的制造业企业清零
和主营业务收入 5 亿元以上没有研发机构的制造业企
业清零）” 行动,按照 “一图一表一库” （《淮南市 2024
年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申报作战规划图》 和 《2024 年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申报进度表》 《2024 年高企培育参考
库》）， 以县区园区科技部门为关键和重点， 前移 “关
口”、 挂图作战、 抓住节点、 压实责任。

抓科技成果转化。 出台支持 “安理智谷” 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 支持科技孵化载体建设政策， 持续优
化全市科创生态体系。 积极参加中国 （安徽） 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交易会等科技展会。 举办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淮南赛。 依托安徽 “双创汇” 活动， 强化省市联动，
畅通供需对接渠道， 精准匹配合作伙伴， 争取更多科
技成果在淮南落地转化。 支持安理大科技园建设国家
级大学科技园， 支持更多大学教师在科技园创新创业，
实现安理大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抓科技人才引育。 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来淮
创业， 指导和推荐高层次人才团队申报省级高层次人
才团队项目。 开展 “50·科技之星 ” 创新团队认定工
作。 支持 “人才飞地”、 院士工作站建设。 深度参与中
科大 “鲲鹏计划”。 组织申报外国专家项目、 国际合作
项目， 做好外国人在淮管理工作及外国人来华工作许
可事宜， 为外国专家在淮工作提供优质服务保障。

新时代波澜壮阔， 新征程使命光荣 。 新的一年 ，
新的征程， 市科技局将勠力同心、 真抓实干， 推动科
技创新加快赋能高质量发展， 为奋力写好中国式现代
化的淮南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