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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资源能耗少、发展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优势，对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增速平稳，效益稳步提升，重点项目进展良

好，龙头效应开始凸显。但同时存在产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程度不高；核心技术薄弱，自主创新能力和专项资金

不足，政策支持不到位等问题。提出以经济开发区为载体，打造新兴产业集群；围绕产业发展目标，强化招商引资

引技；加强校企合作，建设战略性领军人才队伍；加大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创新企业融资模式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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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科技竞

争的制高点，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性选择。2009 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立足于我

国经济状况和基本国情，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决策。2010 年中央经济会议上对扎实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出重

要部署。

一、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资源能耗少、发展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优势，因此，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安徽省实现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选择。安徽省于 2010 年确定了包括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新

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和公共安全产业在内的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1 年，安徽省进一步确定了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重点，即：电子信息产业重点发展新型显示、智能家电、软件和物联网；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发展节能环保装备、节能产品、

资源综合利用；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高性能金属材料、硅基新材料、新型高分子材料、碳纤维材料等；生物产业重点发展生物

制药、生物制造和生物农业；新能源产业重点发展光伏、生物质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发展数控机床等数字化、柔性化

及系统集成的重大基础装备；新能源汽车重点发展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安徽省还把独具优势的公共安全产业列入战略

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通讯安全、生产安全、食品安全产业，优先发展北斗导航、网络安全等。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安徽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以下情况：

(一)总体增速平稳，效益稳步提升

据统计，2014 年末，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达 2745 户，比上年净增加 111 户；全年实现产值 8378.9 亿元，同比增长

22.5%，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高 11.1 个百分点；总利润达 434 亿元，同比增长 11.6%。从总量看，共三类产业产值超千亿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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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电子信息(2323.4 亿元)，高端装备制造产业(2163.2 亿元)和新材料产业(1724.5 亿元)。对工业增长贡献最高的电子信息产

业，产业增加值增长 44.8%，对全部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13.8%。以上数据显示，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规模快速壮大、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产业链日趋完善，具有明显的人才汇集效应，在业内的影响力得到快速提升。2014 年，安徽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对全省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表 1)。

(二)重点项目进展良好，龙头效应凸显

近几年，安徽省努力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项目的平稳运行。淮南文商城、

玖信(池州)电子触摸屏、彩虹(合肥)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项目等重点项目竣工投产。其中，新兴显示产业表现优异：京东方 8.5

代线项目(总投资 285 亿元)一期设备已达量产要求，2014 年 11 月达到设计产能；东旭光电玻璃基板项目 2014 年业绩实现翻番，

玻璃基板产业集群已经初具规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蚌埠电子信息显示超薄玻璃基板生产线落成，一举打破国外电子信息产

业的垄断局面，加速形成我国完整信息显示产业链。联宝、海螺川崎、科大讯飞、合肥彩虹集团等一批业内知名企业影响力逐

步提升，龙头效应开始凸显，引领新兴显示产业发展。

二、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不高

安徽省虽有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在内的诸多经济开发区，但总体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仍相对较小，产业集中

度不高。各高新技术产业依旧存在多、小、散的特点，新兴企业相对独立，缺乏联动与合作，具有显著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较

少，企业规模和数量仍落后于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虽然一些新兴企业在业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不断提高，但依然缺乏有

强劲辐射力的龙头企业，能够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发展的优秀骨干企业更是寥寥无几。

(二)核心技术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风险高，对自主创新能力有着较高要求。因此，要立足于核心技术的突破，重

视科技的引领作用进而转化创新研究成果。目前，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水平较低，产业创新能力不足，面对技术

瓶颈仍旧难以突破。2014 年，在全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各省排名中，安徽省仅以 5184 件排名第八名，与排名前三的北京(23，237

件)、广东(22，276 件)、江苏(19，671 件)差距明显。

(三)专项资金不足，政策支持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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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多属于技术研发型产业，具有早期经费投入量大，投资周期长，且初期投资回报率低的特点。对比其他省

份，安徽省新兴产业投资规模相对较小。2013 年，安徽省 R&D 经费投入仅为 352.1 亿元，与北京市 1200.7 亿元，山东省 1175.0

亿元存在较大差距，同年广东省的 R&D 经费已达到 1443 亿元，安徽省仅相当于广东省的 24.4%。同时，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缺乏健全的政策扶持体系，激励和融资机制也不够完善，致使企业贷款难度大，制约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

三、促进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以经济开发区为载体，打造新兴产业集群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历经高风险、低回报的产业生命初期，靠个别企业“单打独斗”不仅难度大，而且发展缓慢。因此，

中小企业应充分利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及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等平台，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经济开发

区为依托，根据自身优势联合相关企业着力打造新兴产业集群，扩大企业规模效益。重视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扶

一家，带一片”的带动效应，进而提高产业质量和效益的整体提升。

(二)围绕产业发展目标，加大招商引资引技力度

把招商引资、招商引技作为重要措施，立足安徽省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面向国内外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大

公司、大财团和知名企业，有针对性地、积极走出去开展专题招商，着力引进技术含量高的大企业大项目落户战略性新兴产业

园区、产业化基地，给予全方位的配套支持。

(三)加强校企合作，建设战略性领军人才队伍

安徽省拥有深厚的教育科研基础，高等院校相对集中，创新型人才资源较为丰富。因此，企业应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

研发合作，大力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全面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要认真贯彻落实已出台的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创造优

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大力建设战略性领军人才队伍，真正实现由领军人才把握产业发展方向、把握产业发展路线的局面。

(四)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创新企业融资模式

大多数战略性新兴企业属于中小型企业，大多缺乏启动和运营资金。政府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 R&D 投入力度，并给

予企业一定税收优惠及费用减免等政策支持。同时，政府应鼓励银行、风投等金融机构放宽对新兴企业的融资门槛。

紧紧围绕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改进管理制度，创新融资模式，深化多方合作，加大支持力度，为把安徽省建

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生产基地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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