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靠“手艺”不靠“手气”

解码合肥“新新”向荣的产业逻辑

本报记者 杨洁 吴科任 李嫒嫒

搭载“黑科技”的蔚来ET7，HRG展示的水下“千里眼”机器人，中国电科38所首次发布“巢湖一号”SAR卫星影像及应用……在刚刚结束的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这些闪亮全场的科技产品都来自“合肥制造” 。

被民间称为的中国最牛风投城市，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合肥通过三次“押宝”，打造起“芯屏汽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格局，已然成为中国新经济地图上的新制造坐标。 如今，合肥正瞄准未来产业，开启了新一轮的竞争比拼。

“合肥模式”作为新制造的一条发展路径能否复制？ 中国证券报记者深入调研发现，合肥敢“赌”背后有着清晰的产业逻辑，本质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 合肥的“必赢” ，靠的是其特有的“眼光”和“手艺” 。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在“合”

“未来3-5年，合肥将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实现整车350万辆、电池300GWh、产业规模超万亿的目标，欢迎各地企业、人才来肥投资、就业。 ”在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合肥市政府相关负责人现场作新能源汽车产业推介时，满怀信心地表示。

正蓬勃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合肥全力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缩影。

作为合肥的一张闪亮名片，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合肥成为中国新经济地图上的新制造坐标。 合肥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2021年，合肥GDP从2021年的4164.3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14万亿元，连跨七个千亿台阶，挺进“万亿俱乐部” ，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2.2%，高于全国近6个百分点。

新制造在合肥突出表现为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聚合式发展。

“芯屏汽合” ，这是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合肥调研时，从采访对象口中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以长鑫存储为龙头的集成电路集聚发展基地之一、以京东方为支点的显示产业集群、以蔚来和国轩高科等为代表的华中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等几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共同构建起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大棋局。

“芯屏汽合” ，重在“合” 。 今年8月，在京东方与合肥主要车企召开供需对接会上，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表示，本次会议目的就是让供需双方展示最好产品、最新技术、最优价格、最缺配套、最快协同，让信息更对称、沟通更顺畅，推动更多“合肥车”用上“合肥屏” 。

新制造更是“新智造”

在江淮蔚来合肥制造基地车身车间，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成百上千只机械手臂有序挥舞，手中的全铝车身轻松“拿捏” 。 “我们这个车间设有521台机器人，整体自动化率达到了97.5%，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基地负责人辜向利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不只是蔚来，整个合肥制造业都在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提档加速。 据悉，近年来，合肥制造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持续跃升，2021年“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较2015年提高近10个百分点；关键工序制造设备数控化率达到59.4%，比2015年提高约20个百分点，超过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

新制造核心驱动力是创新。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进京东方展厅，创新带动产品迭代的成果肉眼可见。 京东方合肥区域总经理李宾指着各世代线显示屏组成了一面高大的“墙”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一一介绍，“这是4.5代线，这是6代线，这是8.5代线，这是10.5代线……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年的创新成果。 ”

不止如此。 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首台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 、首个新冠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以及19纳米DRAM存储芯片、大尺寸液晶面板、硅基OLED、直写式光刻机、“两机”叶片……无不显示着合肥制造业的创新力量。

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合肥十年如一日的持续投入。 “2012年到2021年，合肥财政科技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的比重由4%增至14.2%；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由2.78%增至3.52%，居省会城市第3；截至今年上半年，合肥有效发明专利达48156件，是2012年的14.65倍。 ”合肥科技局副局长戴兵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新制造的动力之足在合肥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十三五’以来，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比重由30.8%提高到55.5%，增加值占全市工业比重由31%提高到51.6%，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贡献率由54.2%提高到95.6%。 ”合肥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

“合肥引入京东方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在前往厂区的路上，李宾指着两旁大大小小的企业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京东方在合肥投建了三条面板产线，总投资达上千亿元，让合肥新站区的纵向距离延伸了20多公里，沿途的新型显示产业配套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

有人把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比作三次“豪赌”：2008年“接盘”京东方，逐渐打造全球最大的显示屏基地，开启了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型之路；2017年联手兆易创新成立合肥长鑫，如今成为全国9大集成电路集聚发展基地之一；2020年押注蔚来，赶上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春天……

“下手狠、出手快”是合肥给市场的直观印象。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京东方仅6代线项目总投资就高达175亿元，而合肥当年财政收入仅300亿元；投资蔚来，从双方公布框架协议到达成投资只用了区区65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为做好企业的“最佳合伙人”，合肥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合肥打造了规模超过1500亿元的国有‘基金丛林’，投资入股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撬动引入战略投资者跟进参与长期投资。合肥累计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超过1200亿元，带动项目总投资超过4500亿元。”

这种通过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投入促进本地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模式，被业内称作“合肥模式”。但是，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盲目投资，造成产能过剩，最终项目折戟沉沙的案例一再说明：“合肥模式”无法简单复制。

业内人士表示，合肥模式表面上是一掷千金的“豪赌” ，背后却有着清晰的产业逻辑。 这一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

以集成电路为例，早在2005年作出“工业立市”决策时，合肥就将集成电路列入重点发展产业之一，为什么直到2012年才全力以赴？ “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是，那时合肥已经逐渐形成家电、汽车、新能源、智能语音等产业基地，每年对各类芯片需求达数十亿颗。 ”通富微电副总裁、合肥通富微电总经理胡文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对于看中的项目，我们会经过充分洽谈、多方论证等前期工作后，才做最后决策，然后围绕整个企业、整个产业的发展形成服务闭环，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动作。 ”合肥高新区经贸局副局长吴昊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在此背后，合肥投资团队也被业内称之为“国内最牛风投机构” ，更有人评价合肥投资团队是“手握一手烂牌，却打出了王炸” ，但虞爱华认为，合肥投资团队之所以能投出这么多明星项目，靠的是“手艺” ，而不是“手气”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合肥市从市领导至普通招商人员，有一大批人扑在产业研究上，研读行业发展报告、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行业协会网站等在内的各种产业信息，以此培养团队专业性。 “合肥市的投资团队个个堪比行业专家。 ”合肥三利谱副总经理荣展召表示。

维信诺副总裁徐凤英对此深有感触：“他们不仅懂政策，也很懂产业、懂企业，大家在一个频道里沟通，很快就能达成共识，建立起信任。 ”

护航“创新之花”结出“产业之果”

瞄准深邃的星空，正成为合肥奔赴的新方向之一。

在《“十四五”空天信息产业发展规划》中，合肥提出力争“十四五”末形成100亿元左右规模的卫星制造产业、500亿元规模的“通导遥”数据综合应用及配套产业，全产业链规模达1000亿元。

去年下半年以来，合肥大力推进空天信息产业跨越式发展，集聚了中科星图、航天宏图、银河航天等一批头部企业。 中科星图测控技术(合肥)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张子航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选择合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看重了合肥对前沿科技产业的前瞻性和判断力。

除了空天信息产业，在“十四五”规划中，合肥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未来产业” ，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第三代半导体、精准医疗、超导技术、生物制造、先进核能等领域，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有序衔接，加速市场应用、产业链构建协同推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合肥拿来“赌明天”的仍然是科技创新。

据悉，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合肥启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三年攻坚行动” ，创建科学中心产业转化项目库，成立运行科学中心专项基金，举办科创成果转化交易会。 2021年以来，仅安徽创新馆就举办成果转化活动100余场，发布创新成果2600余项，科技成果交易额首次突破800亿元，培养技术经纪人700余名。

“十年来，合肥不断夯实创新基础，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地结合，架起了高校、院所、企业等之间的桥梁纽带，全力护航‘创新之花’结出‘产业之果’ 。 ”戴兵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从“实验室”孵化并成功登陆A股的国盾量子，正是合肥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重要见证。“2009年公司决定成立时，国际上对量子科技产业化只有一些苗头，国内更是还处于技术跟踪研究方面，而合肥站了出来，坚定支持我们推进量子产业化。”国盾量子项目总监周雷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如今，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首台实现超导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等一个个量子科技的成果加速落地。 今年8月，由国盾量子提供核心技术的全国规模最大的量子保密通信城域网在合肥建成启用。 聚集二十多家量子技术公司、吸引各方投资人关注的合肥高新区云飞路，被形象地称为“量子大道” 。

不过，这条创新路注定不平坦，合肥将如何培育科创土壤？

“我们要做的就是‘以人为本’ ，从人才到项目到企业到产业，做好全周期全要素服务，这是我们合肥高新区这些年推动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逻辑。 ”吴昊表示，“我们会从人才、技术、资金、载体、政策和场景等多个维度构建良好营商环境，比如政府引导基金尽可能‘投早投小投创新’ ，开展政企、校企和企企的场景对接，帮助科创企业拓展市场。 ”

今年6月，合肥还提出通过“三导向”深化改革激发全社会“双创”活力。 比如，以提升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氛围为导向，鼓励科研人员敢为人先大胆探索，将每年9月20日设为“合肥科技创新日” ，分别将天使投资基金、种子投资基金风险容忍度提升到40%和50%。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未来产业发展论坛剖析总结了未来产业的十大发展趋势，为新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布局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作为中国新经济地图上新制造坐标的合肥，正把目光望向新的未来。

国盾量子展厅展示的“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模型。

本报见习记者 李宇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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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手艺”不靠“手气”

解码合肥“新新”向荣的产业逻辑

●本报记者 杨洁 吴科任 李嫒嫒

搭载“黑科技”的蔚来ET7，HRG展示的水下“千里眼” 机器人，中国电科38所首次发布“巢湖一号” SAR卫星影像及

应用……在刚刚结束的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这些闪亮全场的科技产品都来自“合肥制造” 。

被民间称为的中国最牛风投城市，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合肥通过三次“押宝” ，打造起“芯屏汽合”战略

性新兴产业大格局，已然成为中国新经济地图上的新制造坐标。 如今，合肥正瞄准未来产业，开启了新一轮的竞争比拼。

“合肥模式” 作为新制造的一条发展路径能否复制？中国证券报记者深入调研发现，合肥敢“赌”背后有着清晰的产

业逻辑，本质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的结合。 合肥的“必赢” ，靠的是其特有的“眼光”和“手艺” 。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在“合”

“未来3-5年，合肥将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

之都’ ，实现整车350万辆、电池300GWh、产业规

模超万亿的目标，欢迎各地企业、人才来肥投资、

就业。 ”在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合肥市政府相

关负责人现场作新能源汽车产业推介时， 满怀信

心地表示。

正蓬勃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合肥全

力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缩影。

作为合肥的一张闪亮名片，战略性新兴产业

助力合肥成为中国新经济地图上的新制造坐标。

合肥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2021年， 合肥

GDP从2021年的4164.3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

1.14万亿元，连跨七个千亿台阶，挺进“万亿俱乐

部” ，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2.2%，高于全

国近6个百分点。

新制造在合肥突出表现为几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的聚合式发展。

“芯屏汽合” ，这是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合肥调

研时，从采访对象口中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以长

鑫存储为龙头的集成电路集聚发展基地之一、以

京东方为支点的显示产业集群、 以蔚来和国轩高

科等为代表的华中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等几大千

亿级产业集群， 共同构建起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大棋局。

“芯屏汽合” ，重在“合” 。 今年8月，在京东

方与合肥主要车企召开供需对接会上， 合肥市委

书记虞爱华表示， 本次会议目的就是让供需双方

展示最好产品、最新技术、最优价格、最缺配套、最

快协同， 让信息更对称、 沟通更顺畅， 推动更多

“合肥车”用上“合肥屏” 。

“有为政府” 和“有效市场” 结合

“合肥引入京东方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在前

往厂区的路上，李宾指着两旁大大小小的企业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说：“京东方在合肥投建了三条

面板产线，总投资达上千亿元，让合肥新站区的纵

向距离延伸了20多公里，沿途的新型显示产业配

套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

有人把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比作三次

“豪赌” ：2008年“接盘” 京东方，逐渐打造全球最

大的显示屏基地，开启了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型

之路；2017年联手兆易创新成立合肥长鑫， 如今成

为全国9大集成电路集聚发展基地之一；2020年押

注蔚来，赶上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春天……

“下手狠、出手快” 是合肥给市场的直观印

象。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京东方仅6

代线项目总投资就高达175亿元， 而合肥当年财

政收入仅300亿元；投资蔚来，从双方公布框架协

议到达成投资只用了区区65天……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

为做好企业的“最佳合伙人” ，合肥市国资委

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合肥打造了

规模超过1500亿元的国有‘基金丛林’ ，投资入股

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撬动引入战略投资者跟进参

与长期投资。 合肥累计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超过

1200亿元，带动项目总投资超过4500亿元。 ”

这种通过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投入促进本地产

业跨越式发展的模式，被业内称作“合肥模式” 。 但

是，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不少地方政府盲目投资，造成产能过剩，最终项目

折戟沉沙的案例一再说明：“合肥模式” 无法简单

复制。

业内人士表示， 合肥模式表面上是一掷千金

的“豪赌” ，背后却有着清晰的产业逻辑。 这一模

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为政府” 和“有效市场”

的结合。

以集成电路为例，早在2005年作出“工业立

市” 决策时，合肥就将集成电路列入重点发展产

业之一，为什么直到2012年才全力以赴？“很重要

的一个考量是， 那时合肥已经逐渐形成家电、汽

车、新能源、智能语音等产业基地，每年对各类芯

片需求达数十亿颗。 ”通富微电副总裁、合肥通富

微电总经理胡文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对于看中的项目，我们会经过充分洽谈、多

方论证等前期工作后，才做最后决策，然后围绕整

个企业、整个产业的发展形成服务闭环，而不是一

个简单的投资动作。 ” 合肥高新区经贸局副局长

吴昊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在此背后， 合肥投资团队也被业内称之为

“国内最牛风投机构” ，更有人评价合肥投资团队

是“手握一手烂牌，却打出了王炸” ，但虞爱华认

为，合肥投资团队之所以能投出这么多明星项目，

靠的是“手艺” ，而不是“手气”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 合肥

市从市领导至普通招商人员， 有一大批人扑在产

业研究上，研读行业发展报告、上市公司招股说明

书、行业协会网站等在内的各种产业信息，以此培

养团队专业性。 “合肥市的投资团队个个堪比行

业专家。 ” 合肥三利谱副总经理荣展召表示。

维信诺副总裁徐凤英对此深有感触：“他们

不仅懂政策，也很懂产业、懂企业，大家在一个频

道里沟通，很快就能达成共识，建立起信任。 ”

护航“创新之花” 结出“产业之果”

瞄准深邃的星空， 正成为合肥奔赴的新方向

之一。

在《“十四五” 空天信息产业发展规划》中，

合肥提出力争“十四五”末形成100亿元左右规模

的卫星制造产业、500亿元规模的“通导遥” 数据

综合应用及配套产业，全产业链规模达1000亿元。

去年下半年以来，合肥大力推进空天信息产

业跨越式发展，集聚了中科星图、航天宏图、银河

航天等一批头部企业。 中科星图测控技术(合肥)

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张子航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 选择合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看重了合肥

对前沿科技产业的前瞻性和判断力。

除了空天信息产业，在“十四五” 规划中，合

肥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未来产业” ，前瞻布局量

子科技、第三代半导体、精准医疗、超导技术、生物

制造、先进核能等领域，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开发

有序衔接，加速市场应用、产业链构建协同推进，

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合肥拿来“赌明天” 的仍然是科技创新。

据悉，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合肥启动“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三年攻坚行动” ， 创建科学中心产

业转化项目库，成立运行科学中心专项基金，举办

科创成果转化交易会。 2021年以来，仅安徽创新

馆就举办成果转化活动100余场， 发布创新成果

2600余项，科技成果交易额首次突破800亿元，培

养技术经纪人700余名。

“十年来，合肥不断夯实创新基础，聚焦科技

成果转化，推动‘有为政府’ 和‘有效市场’ 更好

地结合，架起了高校、院所、企业等之间的桥梁纽

带，全力护航‘创新之花’结出‘产业之果’ 。 ” 戴

兵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从“实验室”孵化并成功登陆A股的国盾量子，

正是合肥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重要见证。“2009

年公司决定成立时，国际上对量子科技产业化只有

一些苗头， 国内更是还处于技术跟踪研究方面，而

合肥站了出来，坚定支持我们推进量子产业化。 ”国

盾量子项目总监周雷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如今， 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墨子

号” 、 首台实现超导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量子计算

原型机“祖冲之” 号等一个个量子科技的成果加

速落地。 今年8月，由国盾量子提供核心技术的全

国规模最大的量子保密通信城域网在合肥建成启

用。聚集二十多家量子技术公司、吸引各方投资人

关注的合肥高新区云飞路，被形象地称为“量子

大道” 。

不过，这条创新路注定不平坦，合肥将如何培

育科创土壤？

“我们要做的就是‘以人为本’ ，从人才到项

目到企业到产业，做好全周期全要素服务，这是我

们合肥高新区这些年推动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逻辑。”吴昊表示，“我们会从人才、技

术、资金、载体、政策和场景等多个维度构建良好

营商环境，比如政府引导基金尽可能‘投早投小

投创新’ ，开展政企、校企和企企的场景对接，帮

助科创企业拓展市场。 ”

今年6月，合肥还提出通过“三导向” 深化改

革激发全社会“双创”活力。 比如，以提升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氛围为导向， 鼓励科研人员敢为人先

大胆探索， 将每年9月20日设为 “合肥科技创新

日” ，分别将天使投资基金、种子投资基金风险容

忍度提升到40%和50%。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未来产业发展论坛剖

析总结了未来产业的十大发展趋势， 为新时期我

国未来产业发展布局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作为

中国新经济地图上新制造坐标的合肥， 正把目光

望向新的未来。

新制造更是“新智造”

在江淮蔚来合肥制造基地车身车间， 中国证

券报记者看到，成百上千只机械手臂有序挥舞，手

中的全铝车身轻松“拿捏” 。“我们这个车间设有

521台机器人，整体自动化率达到了97.5%，大大

提升了工作效率。 ” 基地负责人辜向利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不只是蔚来， 整个合肥制造业都在沿着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提档加速。 据悉，近年

来，合肥制造业“两化” 融合发展水平持续跃升，

2021年“两化” 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较2015年提高

近10个百分点；关键工序制造设备数控化率达到

59.4%，比2015年提高约20个百分点，超过长三角

城市平均水平。

新制造核心驱动力是创新。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进京东方展厅， 创新带动

产品迭代的成果肉眼可见。 京东方合肥区域总经

理李宾指着各世代线显示屏组成了一面高大的

“墙”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一一介绍，“这是4.5代线，

这是6代线，这是8.5代线，这是10.5代线……这些

都是我们这些年的创新成果。 ”

不止如此。 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

子号” 、 首台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 “九

章” 、首个新冠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以及19

纳米DRAM存储芯片、 大尺寸液晶面板、 硅基

OLED、直写式光刻机、“两机” 叶片……无不显

示着合肥制造业的创新力量。

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合肥十年如一日的持

续投入。 “2012年到2021年，合肥财政科技投

入占一般公共预算的比重由4%增至14.2%；

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由 2.78%增至

3.52%，居省会城市第3；截至今年上半年，合

肥有效发明专利达48156件，是2012年的14.65

倍。 ” 合肥科技局副局长戴兵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在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产业加速转型升

级的背景下， 新制造的动力之足在合肥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体现。 “‘十三五’ 以来，合肥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比重由30.8%提高到

55.5%， 增加值占全市工业比重由31%提高到

51.6%， 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贡献率由

54.2%提高到95.6%。 ” 合肥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视觉中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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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硬科技” 企业阵容加速壮大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杨洁 李嫒嫒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25日，注册地在合肥的上市公

司共有74家，总市值达8434亿元。今年上半年，74家公司营业

收入合计1843.54亿元，归母净利润合计106.99亿元。

合肥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年间（2012年-2021

年），合肥新增上市公司43家，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简称

“战新产业” ）公司有26家，占比达60.5%；科创板上市公司有

13家，其中战新产业公司有12家，占比达92.3%。

合肥板块“科含量” 提高

8月末，随着恒烁股份登陆科创板，合肥科创板上市公司

增至16家，数量位居省会城市前列。 其中，2022年年初至今就

有3家公司登陆科创板，2家公司都来自半导体行业。 这是近

年来合肥战新产业取得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恒烁股份主营业务为存储芯片和MCU芯片的研发、设计

及销售，从成立到上市仅用时7年多；已经拿到科创板IPO注

册批复的晶合集成也才成立7年多……这期间，合肥集成电路

产业快速崛起。

合肥市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10年时间 （2012年-2021

年），合肥集成电路企业数量增长了约20倍，产值增长了近40

倍。 截至目前，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拥有企业约400家，聚集

从业人员超过2.5万人。

除了半导体行业，合肥板块中还有不少其他行业的“硬

科技”公司。 以2020年上市的A股“量子第一股” 国盾量子为

例，该公司技术起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如今已逐步成长为

全球少数具有大规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设计、 供货和部署全

能力的企业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国盾量子所在的数百米长的云飞路，被人们

称为“量子大道” ，20多家量子领域企业扎根于此，更多A股“明

日之星”或从这里走出。 要知道，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

号” 、全球首颗微纳量子卫星、全球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全球首条

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等，均诞生在这条街上。

科技创新“底子好”

合肥板块“科含量” 快速提高，正是合肥敢于长期投入、

战新产业实力“出圈” 的一个缩影。

上半年， 前述74家上市公司研发费用投入合计70.92亿元，

同比增长27.19%。其中，11家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超过

10%，包括国盾量子、科大讯飞等战新产业中的企业。

合肥市科技局副局长戴兵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截至

目前，合肥市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6家。 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显著提升，全市研发投入、发明专利、技术合同交易等指

标中，企业占比达七成左右。 ”

良巢引得凤来栖。戴兵表示，“2021年全市财政科技投入

达174.1亿元，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14.2%，居全

国城市前列。 设立合肥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基金、

种子基金，引进支持高层次人才团队创业，助力科技成果就地

交易、就地转化、就地应用。 倾情打造‘养人’之城，全市国家

级引才引智示范基地5家、院士工作站70家，在肥服务的‘两

院’院士138位，在肥持有效来华工作许可证外国专家1500余

人，集聚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90万人。 ”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走访了多家合肥企业， 他们反复提

到， 得天独厚的人才资源是吸引企业争相前往合肥落子的重

要因素。

目前，合肥拥有8家中央驻合肥科研机构，有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各类高校60所、每年在校生超60万人。

这为合肥发展战新产业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和智力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