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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

本、强国之基；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近年来，安徽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徽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机遇，锚定“三地一区”战

略定位，坚持新型工业化方向，聚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加快建设智能绿色的制造强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

（一）综合实力迈入第一方阵

2012—2022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9.5%，

增速居全国第 4、中部第 1、长三角第 1 位。2022 年，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9 万亿元，居全国第 10 位，其中，规

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4 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超过

一、综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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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占 GDP 比重 26.5%，较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推动全

省经济实现从“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的

历史性转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水平位居全国第一方

阵。2023 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9%，高于全

国 3.1 个百分点。

图 2：2019—2022 年安徽规模以上制造业营业收入（万亿元）

图 1：2012—2022 年及 2023 年上半年全国与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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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集群实现能级跃升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大力推进制造业融合

化集群化发展，突出链群协同、串珠成链、聚链成群、集群成势，

大力推进十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构建万千亿产业体系。2022

年，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新材料、先进光伏和新型

储能、绿色食品、现代化工、新型建材、有色金属、优质钢材、智能

家电（居）、橡塑制品、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纺织服装等 15 个产

业营业收入超千亿元。

———先进制造聚链成群。把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梯次构建以世界级集群为引领、国家级集

群为骨干、省级集群为基础的培育发展体系。加快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大力实施汽车“首位产业”培育

工程，推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发展，2022 年汽车全产

业链产值超过 5000 亿元；2023 年 1—7 月，全省汽车产量 123.5

万辆、居全国第 2 位，新能源汽车产量 43.2 万辆、居全国第 4 位。

加快打造以创新为引领的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2022

年光伏产业营业收入 1954.9 亿元、增长 118.9%，总量居全国第 4

位；新型储能产业营业收入约 400 亿元，增长 150%以上。加快打

造世界级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国声谷”成为

首个以“中国”冠名、首个部省合作共建的国家级智能语音及人工

智能产业基地，集聚企业 2005家，实现营业收入 2050 亿元；科大

综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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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飞成功推出星火认知大模型，标志安徽在通用人工智能产业竞

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产业链条韧性增强。主动对接国家政策导向，聚焦集成

电路、工业母机等细分产业链，清单式摸排“卡点”“堵点”，制定

重点补短板产品和关键技术攻关指导目录，“一链一策”提升重

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每年滚动实施“工业强基”、

“揭榜挂帅”、产学研合作项目 300 项以上。集成电路形成从设

计、制造、封装、测试，到装备、材料等较完整产业链条，产业链上

下游集聚企业 470 多家。工业母机整机产品种类多样化，细分龙

头各具特色，依托一批创新平台和高端人才形成强链固链的创新

优势。工业机器人产业链不断完善，芜湖形成国内有重要影响力

的全产业链机器人集群。工业软件在三维工艺设计仿真、工业设

备声纹诊断、量子芯片设计等领域技术攻关成效卓著，聚焦

CAX、CAPP 等大型工业软件创新发展，依托 77 家骨干企业不断

补链延链。

———产业生态系统塑造。坚持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

链“四链融合”，加快构建全方位、多要素融合嬗变的制造业发展

新生态。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数量居全国第 3、第 5 位，打造科大硅谷、中国科大科技

商学院等高能级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绿色发展，构建完善绿色制

造体系，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 165 家、绿色园区 17 个，2022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3.8%。强化人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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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举办“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领军人才培训”“新徽商培

育”等活动，近 5 年累计为制造业企业培训各类人才超 3 万人次。

发挥资本作用，打造涵盖十大新兴产业的总规模 2000 亿元“基金

丛林”，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累计向 339 家企业投资 113 亿元，18

家企业实现 IPO 上市；深入开展“十行千亿万企”融资专项行动，

2023 年上半年已为 28 万户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8310 亿元。深

化开放合作，成功举办五届世界制造业大会，集中签约项目 3021

个，实际完成投资超万亿元。持续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沪苏浙

在皖投资占省外制造业投资项目比重 60%左右。加强政策支持，

坚持惠企利企导向，2023 年出台实施“降成本 23 条”，为全省企

业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423.2 亿元。

图 3：要素耦合塑造产业生态

综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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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主体形成强势矩阵

坚定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坚持培优育新、

招大引强，健全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构建大中小企业融

通发展的良好生态，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培育主体扩总量。2022 年底，全省工业企业达 16 万户。

深入推进“个转企、小升规”，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22121 户、居全国第 6 位。

———专精特新强支撑。大力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

制定出台专精特新企业扩面认定管理办法，截至目前，累计培育省

级专精特新企业 5854 户，争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97

户，居全国第 8位。

———龙头培育壮脊梁。

大力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

程，累计培育营业收入超百

亿元的工业企业 56 户 （其

中，制造业企业 51 户）、超千

亿元工业企业 6 户（其中，制

造业企业 5 户），中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 16 户，铜陵有色、

海螺集团连续四年入围“世

界 500 强”。图 4：专精特新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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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创新孕育高阶动能

充分发挥创新活跃强劲优势，将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作为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旗帜性抓手，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制

造业领域创新成果加速涌现。

———搭建创新平台。实施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创建智

能语音、玻璃新材料 2 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数量居全国第

3 位，布局建设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58 家。截至目前，累计培育

省企业技术中心 1818 家、省工业设计中心 569 家，其中，国家企

业技术中心 101 家、居全国第 5 位，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14 家、

居全国第 6 位；培育省产业创新中心 33 家、省技术创新中心 19

家、省实验室 15 家、新型研发机构 132家。

———推动成果转化。在全国率先实施“三首”政策，累计培育

“三首”产品 1375 项，大孔径磁共振医疗成像系统、卷对卷双面同

步光刻机等一批产品（技术）填补国内空白。上线运行“羚羊”综

合服务平台科产板块，成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723 项。

———锻造产业韧性。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组织 7 家企业完成国家工业

强基工程专项，94 家企业完成 86 项省级制造业重点领域补短板

产品和关键技术攻关，其中，应流机电航空发动机、凯盛科技

100μm 厚度以下柔性玻璃盖板减薄技术等 23 项产品（技术）实

现国产替代。

综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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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龙头企业“大手拉小手”推动链式反应

（五）质量效益迈上新的台阶

加快制造业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不断提升制造业

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努力让更多安徽制造畅行全国、畅销

世界。

———从市场占有看位势之变。全球 10%的笔记本电脑、20%

的液晶显示屏、50%的光伏玻璃在安徽生产，全国 20%的光伏组

件、15%的家电、10%的新能源汽车是“安徽造”。

———从单位产出看效率之变。全面推广“亩均论英雄”改革，改

革管理成果获中国管理科学促进奖。2022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亩均

税收 20.8万元、营业收入 405.8万元。在全国首创“亩均英雄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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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以来新发放贷

款 2025亿元，超 2022

年全年。

———从 数 字 转

型看动能之变。大力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实施“数字领

航”、数字化普及、

“行业大脑”培育等

十大工程。2023 年以来为 1948 户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诊

断，推动 1.6 万户中小企业使用数字化软件服务包，3821 户规模

以上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大力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

累计创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 3 个、居全国第 5 位，打

造世界级“灯塔工厂”4个、居全国第 3 位。

综述篇

图 6：安徽代表性产品市场占有情况

图 7：数字化转型十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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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安徽制造业无论是总量还是质量都有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立足当前，安徽正处于厚积薄发、动能强劲、大有可为的上升

期、关键期，在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强国建设的新征

程中，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放眼未来，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战略谋划，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

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定位，明确打造“智能绿色的制造强省”奋

斗目标，为新时代安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确立了方向、开启了新

路。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在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推动制

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助力安徽制造向安徽“智”造、

安徽创造迭代升级，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徽实践中担当新使

命、展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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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壮大，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十

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改造升级传统产

业、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以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战略支撑，加快构建万千亿产业体系，

二、产业发展篇

图 8：安徽加快培育万千亿产业体系

（括号内为 2022 年营业收入）

产业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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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培育形成率先突破万亿级的汽车产业，突破万亿元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突破 5000 亿元的先进光伏和

新型储能、绿色食品、现代化工、新型建材、有色金属产业，突破

3000 亿元的优质钢材、智能家电（居）、橡塑制品产业，超千亿元

的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纺织服装产业，一批产业地标成为引领

中国乃至世界制造业趋势潮流的重要力量。

（一）首位产业“汽”势磅礴

———产业基础坚实。聚力发展汽车首位产业，拥有奇瑞、蔚

来、大众、比亚迪、江淮、长安、汉马科技 7 家整车企业和 1200家

配套企业，建立了整车、发动机、车身、底盘等全产业链体系，构

建了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三大主导方向的“一链三线”战略布

局。2022 年汽车产量 174.7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52.7 万辆，均

居全国第 7 位。2023 年 1—7 月，汽车产量 123.5 万辆，增长

45.2%，占全国比重 7.9%，其中，新能源汽车 43.2 万辆，增长

82.8%，占全国比重 9.4%。

———集聚特征明显。基本形成合肥、芜湖“双核”驱动，宣城、

安庆等市多点联动，宁国、长丰等县蓬勃发展，智能网联加速推

进，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发展的产业格局，产业生态日趋

优化。

———发展动能强劲。实施合肥比亚迪、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

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大众德国在本土之外的全球第二个研发总

12



部落户合肥。2022 年，安徽涉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平均研发

费用 3.59亿元，是全省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 1.36 倍。2023 年以

来，新增涉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 5 家，占全省上市公司新增

数 30%以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正在加速

崛起。

图 9：2019—2022 年及 2023 年 1—7 月安徽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图

产业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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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兴优势亮点纷呈

———光伏储能聚“光”成炬。坚持创新引领、以强促大、质量

优先、有序发展，推动先进光伏产业提质升级和新型储能产业扩

量增效。

光伏产业方面，已形成从硅片、电池片、组件及配套，到逆变

器、系统集成和应用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基本形成以合肥、

滁州为核心的“双核多极”光伏产业新格局，2022 年实现营业收

入 1954.9亿元、居全国第 4 位。光伏领域全球出货量排名前十的

企业中，有 7 家玻璃企业、4 家电池片企业、5 家组件企业和 2 家

逆变器企业在皖布局发展。华晟新能源公司是目前全球实际产能

最大的异质结光伏

制造企业，阳光电源

公司光伏逆变器技

术水平、出货量全球

领先。

储能产业方面，

优化布局正极材料

（含前驱体）、负极材

料、隔膜、电解液等

上游环节，锂离子电

池、钠离子电池、氢图 10：安徽光伏储能产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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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安徽重点培育的集成电路上市企业

能产业加快布局。2022 年，新型储能产业营业收入约 400 亿元。

壹石通是全球最大的勃姆石生产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超 50%，

中钢天源电池级四氧化三锰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 1 位，阳光电源

储能变流器、储能系统出货量均位居全国第 1 位，国轩高科储能

电池出货量居全国第 6 位。

———集成电路“芯”光灿烂。安徽作为国家“十四五”集成电

路重点发展地区之一，产业链条完整，集聚上下游企业 470 多家，

上市企业 11 家，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 6 家，初步构建了以合肥为

核心、沿江各市协同发展的“一核一带”产业发展格局，产业生态

圈不断完善。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500 亿元。长鑫是中国大陆

产业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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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国产 DRAM 存储器芯片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IDM）企业，晶合集成在液晶面板显示驱动

芯片代工领域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2022年跻身国内 12 英寸晶

圆代工企业第 3 位、全球第 9 位。成功举办 2022 世界集成电路大

会。

———新型显示“屏”步青云。安徽是全国最早大规模发展新

型显示产业的地区之一，已构建显示面板为核心，材料和装备等

上游配套，带动电视、计算机、可穿戴产品等下游智能终端的全

产业链条，汇聚了康宁、法液空、住友化学、彩虹、凯盛、欣奕华等

一批国内外骨干企业，基本实现以 TFT-LCD 为主导，OLED 加速

发展，Mini/Micro LED、微显示、激光显示、交互式空中成像、电子

纸等新型显示领域全覆盖。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近 1000 亿元，

图 12：安徽显示面板市场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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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中国声谷”入驻企业数和营业收入

显示面板产能近 4000 万平方米，约占全国的 16%、全球 10%，产

能总量位居全国第二、长三角第一。安徽研发的新型显示搬运装

备、电学及光学检测设备等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60%，OLED蒸

镀机和 Mini LED 大尺寸转移设备产业化实现国内首创。

———人工智能“谷”动世界。以“声谷、视谷、传感谷”“三谷”

品牌为引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居全国第 6 位。“中国声谷”

是首个以“中国”冠名、首个部省合作共建的国家级智能语音及人

工智能产业基地，智能语音核心技术世界领先，集聚了科大讯飞、

华米科技、协创物联网、四维图新等一批龙头企业，近 5 年实施智

能语音及人工智能项目 2600 多个，顺利实现入驻企业数和营业

收入跨越“双两千”目标。芜湖市加快推进“中国视谷”建设，联动

机器人优势产业协同发展，聚焦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龙头和

产业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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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应用新标杆。蚌埠市重点建设“中国传感谷”，搭建“一院两

委四中心”的产业创新平台，2023 年上半年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20 个，3 个新开工项目总投资 52.7 亿元。

———医药工业“健”步起势。坚持专精特新发展方向，在医疗

影像设备、质子治疗设备、眼科及内科医用耗材、体外诊断试剂、

重组蛋白、疫苗、化学原料药、药用辅料及中药等细分领域具有

比较优势，构建了以

合肥为核心，亳州和

阜阳为两极，蚌埠、

马鞍山等地为细分

领域支点的产业发

展格局，汇聚了安科

生物、智飞龙科马、

美亚光电、欧普康

视、贝克制药、立方

制药、济人药业、永

刚饮片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2022 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 637

家，实现营业收入 1116.1 亿元，同比增长 5.1%。中药工业规模稳

居全国前五，长三角第一。中药饮片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营业

收入占全国的 15.5%。

———家电家居“智”在千里。推动传统家电向智能家电、智能

家居、智慧家庭升级，产业和技术向绿色、节能、高端发展，积极

应用“5G+ 工业互联网”技术推动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拥有

图 14：安徽医药工业发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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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安徽家电“四大件”

海尔、美的、格力、美菱、TCL 等一批龙头企业，规模以上家用电器

具制造企业 239 家，家电家居产业形成 10 余家龙头企业、1000

家左右配套企业的“龙头 + 配套”产业体系。2022 年实现营业收

入近 1900 亿元，增长 14.9%；实现利润 102.6 亿元，增长 36.4%。

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四大件”产量居全国第 2 位，占全国总

量的 14.9%。

（三）基础支柱底气十足

———装备制造“高”歌猛进。坚持高端化发展方向，加快建设

综合高端装备创新研制基地，构建以合肥、芜湖为核心，马鞍山、

产业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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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安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成效

滁州、蚌埠等为

特色的“双核多

基地”产业布

局。2022 年装备

制造产业（不含

汽车、家电）营

业收入 超 9500

亿 元 ， 增 长

15%，规模以上

企 业 数 量 超

5200 家，行业规模居全国第 9 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营业收

入约 4300亿元，占装备制造业的比重提高到 40%以上。知常光

电、中联农机等企业揭榜国家重大短板装备，口腔 CT 机、集装箱

起重机、色选机等装备在国内技术领先、市场份额位居前列。

———基础材料厚积薄“发”。截至 2022 年底，安徽铁矿石、生

铁、粗钢、钢材产量占全国比重均居全国前 10 位；拥有精炼铜产

能 105 万吨，矿铅、矿锌产能各 10 万吨，再生铅规模 200 万吨左

右、全国第一，原镁产能 5 万吨，镁合金产能 10 万吨，有色金属产

业规模居全国第 8 位；原煤产量 1.13 亿吨，居全国第 6 位。宝武

马钢的高铁轮对打破国外垄断，重型 H 型钢市场竞争力全球领

先。铜冠铜箔研发的 HVLP 铜箔填补国内空白，是国内 5G 高频

高速电路基板铜箔唯一国产供应商。在建总投资超百亿的宝镁

轻合金项目实现从矿山开采到镁合金制品绿色生产、资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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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建材行业盈利水平和利润总额持续保持全国前 3 位，

海螺集团入选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名单。

———绿色食品生“机”勃勃。坚持种养一块抓、粮肉一块抓、

头尾一块抓，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大文

章，食品工业加快向绿色有机、营养健康方向创新发展。2022 年，

食品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3316.1 亿元，增长 6.3%，营业收入 10 亿

元以上企业超 50 家。畜禽产品、水产品、调味品、婴幼儿食品、乳

制品等产量位居全国前列，拥有 119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10

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4 家白酒上市公司，培育出三只松鼠、

洽洽食品、溜溜果园、谢裕大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

———纺织服装推陈出“新”。2022 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营业

收入 1231.2 亿元，实现利润 43.4 亿元。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

位居全国第一方阵，4 家企业跻身全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50 强。

纺织服装制造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红爱服饰、阿

里巴巴迅犀（宿州）智能工厂等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

成为行业发展的新亮点，吉祥三宝高保暖仿生绒助力北京冬奥

会，产品新技术打破行业垄断，填补国内空白。

（四）未来先导潜能无限

———量子信息。作为先发优势产业，与世界领先水平处于整

体并跑、部分领跑阶段，已建成量子信息产业“一院三平台”，集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三位一体”的量子科技创新平台

产业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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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技术研发和人才支撑基础坚实。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7

亿元，集聚企业约 50 家。拥有科大国盾、国仪量子、本源量子等行

业龙头，初步形成以合肥高新区“量子中心”“量子大道”为品牌

的量子产业集聚态势。

———空天信息。拥有中科星图、航天宏图、银河航天、天仪研

究院等一批有影响力的重点企业，天都实验室、中电科第 38 研究

所等重点创新研发平台，先后引进项目 30 余个，关联企业、创新

平台 70 余家，初步形成涵盖卫星设计、制造、关键载荷、数据应

用、测运控服务的产业生态。

———先进核能。聚焦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推进紧凑型聚变能

实验装置（BEST）园区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核聚变燃料材料、设

备制造、堆运营管理等产业发展，支持超导技术、中子技术等核聚

变工程衍生技术在高端医疗、节能环保、半导体等领域的应用，具

备全国领先的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

合研究设施，在磁约束聚变研究领域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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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倍增和提质扩面行动为牵引，

加快打造以双创、创新型中小企业、规模以上企业为基础，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支撑，龙头企

业为引领的优质企业梯队，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雨林”

式良好生态。

（一）铺天盖地有数量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工业经济规模持续壮

大，经济运行活力持续释放，截至 2022 年底，全省工业企业 16 万

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565 户，数量居全国第 7 位。2023

年上半年，净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556 户，累计达 22121 户，数

据居全国第 6 位。

（二）专精特新提质量

在全国率先开展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率先以省政府名义出台

三、市场活力篇

市场活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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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019—2023 年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

专精特新发展意见，率先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奖补。截至

目前，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5854 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597 户、居全国第 8 位。

2022 年，专精特新企业户均营业收入 2.1亿元，增长 13%；户

均利润 1270 万元、发明专利 5.7 件、研发费用 1150 万元、研发强

度达 4.9%。79 户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为 A股上市公司，占全省上

市公司总量的 45.7%。皖维高新、合力股份入选“创建世界一流专

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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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专精特新企业“贷、担、投、板”融资组合拳

市场活力篇

（三）顶天立地强脊梁

累计培育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的工业企业 56 户（其中，制造业

企业 51 户）、超千亿元工业企业 6 户（其中，制造业企业 5 户）。9

户企业入围 2022 中国企业 500 强（其中，工业企业 7 户），12 户

企业跻身中国上市公司 500 强（其中，工业企业 10 户），16 户企

业上榜 2022 中国制造业 500 强。海螺集团、铜陵有色连续五年入

围“世界 500 强”。海螺集团等 2 家企业、阳光电源可再生能源发

电与储能设备产业化示范等 5 个项目荣获“中国工业大奖”。国

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获评 A 级等次。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计

划，境内上市公司总数 173 户，居全国第 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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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安徽代表性企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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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

产业协同创新体系，使企业成为创新决策、创新组织、人才引育、

成果转化的主体。坚持市场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实施制造

业协同创新行动。

（一）研发平台支撑有力

截至目前，创建省制造业创新中心 58 家，成功创建智能语

音、玻璃新材料 2 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数量居全国第 3

位；拥有省工业设计中心 569 家，其中，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14

家，数量居全国第 6、中部第 1 位；认定省企业技术中心 1818 家，

其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01 家，数量居全国第 5 位；培育省

产业创新中心 33 家、省技术创新中心 19 家、省实验室 15 家、省

重点实验室 281 家、新型研发机构 132 家。

四、协同创新篇

协同创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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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学研用持续深化

强化企业创新决策“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作用，以

企业需求为导向，每年组织近 100 名专家教授进企业、进园区，

100 户企业进高校、进科研机构，在重点高校、重点园区、特色产

业集群镇举办专项专题对接会。实施完成重点产学研合作项目

214 个。与工信部所属 7 所高校开展产教融合合作，完成项目 111

个。推进规模以上企业无研发活动和研发机构“双清零”，开展研

发活动的企业占比逐年提高。

图 20：2019—2022 年安徽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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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补短板产品和关键共性技术部分代表性攻关成果

（三）科创成果加速涌现

聚焦制造业“锻长补短”重点领域，支持 353 家企业揭榜 268

项任务，截至目前，86 项攻关任务成功结题，其中，23 项任务攻

关成果填补国内空白。累计培育首台套产品 772 项、首批次新材

料 204 项、首版次软件 399 项。“十四五”以来，新增安徽工业精品

241 个，安徽省新产品 1646 个。前沿科技创新“沿途下蛋”机制催

生低温、等离子体、生物、材料、机器人等多个产业技术板块，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协同创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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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智能制造，完善顶层设计，出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施方案和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企

业数字化转型。

（一）智改数转成效凸显

“点—线—面”分级分类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点”上支

持龙头企业打造“数字领航”企业，“线”上突出“龙头企业 + 产业

链”辐射推广，“面”上开展“一区一业一样板”试点促进整体数字化

转型。累计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 4.4 万台，培育数字化车间 1060

个、智能工厂 216 个，8 家企业、20 个场景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

工厂、优秀场景。2023 年以来，认定省级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

目 100 个、示范园区 21 个，将有 3 万户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

化应用和改造。海螺集团荣获国家级数字领航企业称号，联合利

华合肥工业园日化品智能工厂、美的洗衣机合肥工厂、合肥

联宝、合肥领智物联等 4 家企业荣获全球“灯塔工厂”称号，

数量居全国第 3 位。

五、数字赋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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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互联深入融合

累计培育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137 个，初步形成以双跨平台

为引领、区域平台横向覆盖、行业平台纵向链接的平台赋能体

系。科大讯飞“羚羊”、中建材“凯盛 AGM”、奇瑞“海行云”入选国

家级“双跨”平台，数量居全国第 5 位。科大智联、古井贡酒等 13

个平台入选国家级特色型平台，数量居全国第 7 位。“羚羊”工业

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以来，入驻用户超 36.1 万，累计服

务企业超过 141.5 万次，在促进产学研协同、推动中小企业降本

增效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省工业云平台应

用率 62.6%、居全国第 4 位。

数字赋能篇

图 22：“点线面”推进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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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支撑不断夯实

累计建成 5G 基站 11.3 万个，数量居全国第 9 位，实现省辖

市城区、县城城区、乡镇镇区 5G 网络全覆盖。建成 5G 应用场景

479个，涵盖 20 多个行业门类，辐射全省 16 个地市。建成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8 个，标识注册量 2.5 亿个。合肥、黄山、

宿州、芜湖 4 市成为全国第二批千兆城市。合肥国家级互联网骨

干直联点正式开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芜

湖数据中心集群、合肥先进计算中心二期加快建设。

图 23：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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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

制造业发展全过程、全链条、全领域，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

动产业结构高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生产过

程清洁化、产品供给绿色化、制造流程数字化。

（一）节能降碳稳步推进

发布《安徽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明确工业和重点

行业碳达峰路线图、时间表和实施路径。落实钢铁、有色、化工、

建材等行业严禁新增产能和产能置换政策，不搞简单退出，鼓励

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和布局优化。引导重点行业实施

节能降碳绿色化改造，推进传统制造业企业技术升级、工艺更

新、设备换代，加快高耗能落后设备淘汰和高效节能设备推广使

用，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2022 年，4 家企业入选国家

重点用能行业能效“领跑者”名单，数量居全国第 2 位。2012 年以

来，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 5.9%。

六、绿色发展篇

绿色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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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安徽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完善

（二）绿色制造体系完善

加快构建具有安徽特色的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高效益现

代化制造模式。大力推进绿色制造工程，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

改造升级，不断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全面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培

图 24：2012 年以来安徽部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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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省级绿色工厂 506 家，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 165 家、绿色园区

17 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25 家、绿色设计产品 412 项。培育环

保装备制造业规范企业 38 家、居全国第 3 位，近两年公布清洁生

产审核重点企业 329 家。

（三）集约循环步伐加快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再制造产业，推进行业间横向耦合、资

源共享、生态链接。加快国家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

点省建设，在全国先行先试，培育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

用区域中心试点企业（站）3 家。实施废钢铁加工利用等领域规范

管理，累计创建规范企业 50 家，居全国第 10 位。合肥、马鞍山、

铜陵获批国家级“无废城市”，累计创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基地 7

个、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 2 个，培育大宗固废骨干企业 4 家、数

量居全国前列。80%以上国家级园区和 70%以上省级园区完成循

环化改造。

绿色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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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牢牢把握融入长三角这个最

大红利、最大势能，紧扣中部地区作为国内大循环关键支点和国

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战略节点的定位，坚定不移走开放路，加快打

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一）长三角一体化加速制造业融合

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深入，借力长三角嵌入全球产业链、参与

高端供应链分工。沪苏浙皖共同组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新能源汽车长三角产业链联盟。建立三省一市跨区域协调

互助机制，有效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组织开展集成

电路、汽车等“百场万企”产业链供需和要素对接活动 500 多场。

充分利用沪苏浙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持续加大“双招双

引”，沪苏浙在皖投资占省外制造业投资项目比重 60%左右，滁

州天合储能、阜南海洋高端装备、马钢新特钢等一批百亿级项目

落户。坚持以推动皖北全面振兴为重点，加强中部地区制造业对

接合作。

七、开放合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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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安徽 2023 年上半年“新三样”出口情况

（二）世界制造业大会引领开放合作

成功举办五届世界制造业大会，特别是 2019 年 9 月 20 日，

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亲致贺信，在更高起点和更高水平上标定

了大会新方位，大会正逐步成为安徽乃至全国标志性、引领性、

高能级的开放合作平台。前五届大会共邀请到来自 97 个国家和

地区的 125 位外国政要及政府官员、584 位世界 500 强企业高管

出席，嘉宾客商近 1.5 万人参会，聚焦世界制造业发展前沿领域，

举办高端制造、科技创新、跨国合作等专题活动、论坛 50 余场，

发布权威成果报告近 30 份，累计集中签约项目 3021 个，其中，外

资企业签约项目 1153 个。2022年，全省制造业利用外资 10.8 亿

美元、增长 130.8%，约占全省利用外资的“半壁江山”；锂离子蓄

电池、太阳能

电池、电动载

人 汽 车 外 贸

“新三样”出口

全球 191 个国

家和地区。2023

年上半年，“新

三样”产品出

口 219.3 亿元、

增长 51.7%。

开放合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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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放共赢，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人才总量突破 1170 万，近 5 年净增 400 多万人，年均增长 9%，总

体实现了人口和人才的净流入。

（一）人才政策迭代升级

推动人才政策从 1.0 版到 4.0 版迭代升级，出台“国家实验

室专项人才支持政策 18 条”“科学中心人才 10 条”，推出“筑梦

江淮九条”。推动教育链、

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

度融合，拓展数字经济领

域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职业

发展空间。推动重点产业

人才政策省市联动、精准

落地，基本形成点面结合、

上下呼应、相互衔接的人

才政策矩阵。

八、人才兴皖篇

图 27：安徽人才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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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平台持续提升

建成各类“国字号”创新平台 218 家，集聚高层次人才 2 万多

名、创新团队 4000 多个，累计在制造业企业建设国家级、省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 226 个，占已建总数的 68.9%。高标准打造 19.2 平

方公里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引领集聚信息、能源、环境、健康等领

域人才 1.7 万余人。“皖企服务云”人才服务平台上线运行，省、市

各级“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持续完善，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

人才创新创业、落户安居、医疗保健、子女教育、配偶就业等现实

问题，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人才服务体系，实现人才引得进、留

得住、用得好。

（三）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入选国家重点计划 1300 余人、居全国第 8 位，年均增长超过

15%。聚焦制造业发展需求，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编制汽车及零

部件等 18 条产业链紧缺人才需求目录，首批发布岗位 320 类。加

快培养造就一支特色鲜明的产业工程师队伍，统筹实施科技、文

化、教育、卫生、金融等各领域系列重点人才工程，推动建立长三

角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机制，牵头举办长三角一体化人才论坛等活

动，与 10 余所高校签订人才交流合作协议。

人才兴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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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创建一流营商环境，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

迈入全国第一方阵，在 2022 年度“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

查中居全国第 8 位。

（一）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坚决打破各种“卷帘门”“玻璃门”

“旋转门”，常态化开展省市县三级“优环境、促发展”现场集中办

公等活动，推进助企纾困解难，设立“12345”营商环境监督分线，

对企业困难诉求“一条龙服务”。2022 年，39 位省级负责同志累计

接待企业 6264 家，收集问题建议 9690 个、办结率 98%。2023 年，

搭建覆盖全省的“民声呼应”工作平台，努力实现“回应一个诉

求，解决一类问题，提升一个领域”。坚持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建立健全企业参与涉企政策制定和评价机制，召开民营企

业座谈会，倾听企业诉求和意见。

九、营商环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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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篇

图 28：安徽营商环境评价情况

（二）增强政府公信效力

完善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先后实施公共政策兑现等 10 个专

项行动，2022 年梳理公共政策兑现问题 1602 件，主动兑现 1536

件、资金超 28 亿元。中小企业被拖欠无分歧账款化解率 100%，

居全国第 1 位。坚持依法行政，出台《安徽省实施 < 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 > 办法》，制定《关于创建一流营商环境的意见》。全面推

广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互联网 +

监管、信用监管，扎实开展违法行政行为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依

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和企业合法权益，重点保护企业家人身和

财产安全，严格规范涉企产权强制措施，让企业家放心投资、安

心经营、舒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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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涉企服务水平

组织开展助企解难、动能培育、要素对接、政策落地、提质增

效“五大行动”，建立“六快”工作机制，协调解决企业困难问题

5600 多个。完善省“1+16+X”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升级

“皖企服务云”平台功能，提升企业服务工作质效。大力推进“免

申即享”“即申即享”政策落实，扩大政策覆盖面，压缩政策兑现

环节。出台《促进制造业提质降本若干措施》，切实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持续降低企业用能、用水、用地、用工及物流成本。优化

亩均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持续扩大“亩均英雄贷”覆盖面，发放

“亩均英雄贷”2000 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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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稳投资工作部署，聚焦制造业重点领域，深入推进十大

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充分发挥投资关键作用，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行稳致远。

（一）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投资”部署要求，持续加大制造业项目

建设和投资力度，推动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2019—2022

年，全省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近 10%，始终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截至目前，制造业投资已连续 18 个月保持增长 18%

以上。2022 年以来，工业投资、制造业投资、技改投资增速均高于

全国 10 个百分点以上；2023 年上半年，三项投资增速均高于全

国 15 个百分点以上。

十、发展后劲篇

发展后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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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结构逐步优化

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深入推进企业设

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技术改造投资保持快速增长，近 5 年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超过 10%。2019—2022 年，技术改造投资分

别增长 14.4%、-0.9%、17.8%和 21.3%，占工业投资比重约 50%，

成为支撑工业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

图 29：2022 年、2023 年上半年全国及安徽工业、制造业和技改投资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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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项目支撑有力

建立完善重点项目全过程推进机制，开展新兴产业百亿项目

攻坚，2022 年，新开工 50 亿元以上重大制造业项目 56 个、百亿

元项目 10 个，较 2021 年分别增加 51 个、8 个。近 5 年来，每年滚

动实施亿元以上技术改造项目 1000 个以上，每年约有 4000 家企

业实施技术改造项目，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完成一轮技术改造。

图 30：2019—2022 年及 2023 年上半年安徽技改投资增长情况

发展后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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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019-2022 年及 2023 年上半年安徽实施亿元以上技改项目（单位：个）

2023 年上半年，实施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882 个，累计完成投资

441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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