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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 智 慧 化 ”“ 数 字 经 济 ”“ 城 市 大

脑”……这些新兴名词已逐渐融入日

常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而支撑起这些新业态发展的

正是“云计算”。

9 月 21 日，世界制造业大会产业

数智创新发展论坛在合肥举行。论坛

由省经信厅主办，阿里云有限公司承

办。阿里云智能制造平台首度亮相世

界制造业大会。该平台通过汇集多方

工业数据、建模分析与控制优化，可助

力相关制造业企业提高生产稳定性、

产品良品率，降低生产能耗。

论坛上，皖能集团与阿里云联合发

布智慧能碳双控管理平台，首期将在我

省“综合能源试点县”长丰县落地。同

时，论坛还公布了阿里云计算技术在我

省的落地项目。目前，阿里云智能制造

平台已广泛应用于水泥、钢铁、固废、汽

车、装备制造等 200多条产线。

据介绍，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基于阿里云智能制造平台，实现了水

泥生产的全局优化、一键启停和远程集

中控制，试点产线的自动化投运率超过

95%，并减少标准煤使用 1.3%，节电

1.9%；基于阿里云搭建的安徽省医疗

保障信息平台在长三角地区首个全省

域全业务上线，实现全省医保结算、监

管、经办、采购等“7×24小时”在线。截

至今年 8月底，已累计结算 1.62亿人次，

医保基金累计支出 415.15亿元；阿里云

支持建设的宿州城市运行管理平台，事

件处置效能提升约 30%，被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列为安徽省一网统管首批试点

城市；在宿州砀山县，阿里云与中国农

科院果树所联合研发砀山高品质酥梨

种植模型，果树栽培、植保、灌溉等农事

全程数字化，酥梨实现品相更优、售价

提升 1倍以上。

“未来阿里巴巴将持续投入核心

技术，特别是加速智算等先进计算技

术，抓紧落地安徽，共同促进安徽制造

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阿里巴巴集

团副总裁黄海清说。

产业数智创新发展论坛公布落地项目——

助安徽制造乘“云”而上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从 2012 年到 2021 年，我省年专

利 授 权 量 从 43321 件 增 加 到 153475
件，居全国第 10 位，增长 2.5 倍，年均

增幅 15%；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发明专

利授权量从 1698 件增加到 12947 件，

增长 6.6倍，年均增幅 25%。”9月 21日

上午，以“知识产权助力创新发展”为

主题的 2022 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

权保护和运用论坛在合肥举行。论坛

发 布《 安 徽 专 利 调 查 分 析 报 告

（2021）》，彰显出 10 年来安徽创新动

能强劲，专利成果显著。

近年来，我省全面推动知识产权

强省建设。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

主任吴建中表示，2021 年，我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上升

到 41%，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数字创

意产业产值增长较快，在创新驱动战

略引领下，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

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统计显

示，我省新兴产业领域有效发明专利

超 6.3万件，占 52%，其中新材料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创新优势明显。

知识产权是企业创新的灵魂。论

坛上，企业纷纷分享运用知识产权服务

创新的经验。国轩高科是国内较早从

事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自主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截至今年 8月，

该企业累计申请专利 5933项，累计授权

专利 3984项，专利布局覆盖电池的全产

业链技术。国轩高科董事长助理兼科

创中心主任宋美说：“我们始终将专利

与市场有机结合，及时将技术的核心基

础研究成果申请专利保护，为公司产品

的发展抢占市场先机，同时积极进行专

利布局，确保核心专利的全方位保护。”

论坛上，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中国农

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徽商银行、平安银

行合肥分行、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就推动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明确了责任义务，共同推动知识产权

金融创新。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

副行长马宁介绍，今年该行采取发明

专利质押方式，重点服务合肥城市云

数据中心贷款，还有多家优质科创企

业也成功申请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是 社 会 关 注 的 热

点。省知识产权局局长程胤表示，今

年，中国（合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

成并运行，安徽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已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建设，

这两个保护中心，将更有力保护安徽

高价值创造。

去年我省专利授权量超15万件——

用好知识产权助力创新发展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量 子 科 学 、空 天 信 息 、类 脑 技

术 ……未来会有哪些颠覆式的“黑科

技”？新技术如何赋能产业发展？在

9 月 21 日举行的 2022 世界制造业大

会未来产业发展论坛上，专家学者、

企业家们聚焦“智能·未来”这一主

题，探讨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趋

势和最前沿的技术创新。

新 技 术 变 革 层 出 不 穷 ，

如今司空见惯的科技，在几

十 年 前 还 属 于“ 未 来 产

业”，那么几十年后，哪

些产业称得上未来产

业，未来产业发展有

哪 些 趋 势 呢 ？ 论

坛上，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院 长 张 立 认 为 ，未 来

产业发展有十大趋势，

并作了详尽阐释。

“技术创新的复杂性，

决定了它不仅是个曲折而复

杂 的 过 程 ，还 是 个 漫 长 的 过

程。”张立认为，新技术及其市场

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

这种不确定性，让技术创新的变化

是“动态”的。“新技术的出现要花费

很长时间来酝酿，也可能在不经意间

就突然出现一种颠覆式技术”。

在张立看来，未来产业会是一种

“开源”“去中心化”的创新技术。他

以我们熟悉的手机操作系统“安卓”

为例，依托开源技术，安卓市场份额

已从 28%上升到 72%。此外，类似于

杀毒软件 360、百度或高德导航等都

是免费使用，因此去中心化的创新模

式将加速科技成果的共享速度。

“先进制造业，将成为未来产业

发展的底座和基石。”张立预测，优质

型中小企业将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

生力军。“这些企业的特点是单项冠

军、专精特新、创新能力强。”张立举

例说，比如荷兰的阿斯麦尔公司就不

是个特别大的企业，但是它能生产被

誉为“皇冠上的明珠”的高端光刻机，

这样的企业会具有很大的价值。

那么，安徽如何抢抓机遇，发展

好未来产业？张立建议，要构建“点、

线、面、体”四位一体的战略思想，发

挥创新优势，培育未来产业增长点。

其 中 ，“ 点 ”是 高 成 长 性 龙 头 企 业 ；

“线”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联动；“面”是建设以未来产业园区为

核心的产业发展载体；“体”则是未来

产业的创新生态体系。

合肥，有着原始创新优势、产业先

发优势，是安徽自主创新的“龙头”，也

是我省未来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合

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葛斌在论坛上

介绍了合肥发展未来产业的规划。他

表示，合肥将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以

世界量子中心为目标，勇当全国未来产

业发展的探路先锋。其发展目标是，到

2025年打造全国未来产业发展的示范

区和样板区，实现未来产业产值 3000
亿元，累计申请专利 1000项，关键核心

技术超 100项，培育 600家未来产业企

业和 10家“独角兽”企业。“2+2+X，是我

们要构建的产业体系。”葛斌说，其中，

前一个“2”是量子科技、空天信息，后一

个“2”是未来能源、未来生命健康，这个

“X”指的是超前布局未来科技。围绕这

些目标，合肥市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支持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创业孵化、场

景创新和人才培养。

论坛上，还有专家和企业家围绕

量子科学、类脑技术等新技术、新领域

做了主旨报告，内容专业、“干货”十

足。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大副校长杜

江峰就介绍了量子科技与未来产业发

展的关系。“量子技术，不仅仅是用于

通信领域，它的应用很广泛，还能用于

量子精密测量。”杜江峰举例说，如量

子钻石传感设备的用途广泛，既能用

于高精度的测试分析、芯片制造，又能

精准监测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量，能

提高电池使用效率。另外，在生命健

康领域，量子钻石传感器还能助力实

现免疫磁显微技术，帮助癌症患者更

精密地磁成像、更精确地诊断病情。

杜江峰认为，量子科技的应用将

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经济主战场、国

家重大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为国民

经济的诸多行业提供最新的科技解

决方案。

未来产业发展论坛上，专家学者精彩论道——

“黑科技”赋能产业“刷新”未来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轴承是装备制造业中重要的、关

键的基础零部件，直接决定着重大装

备 和 主 机 产 品 的 性 能 、质 量 和 可 靠

性，被誉为装备制造的“心脏”部件。

9月 21日，由省经信厅、宿州市政

府、中国轴承工业协会主办，灵璧县

政府承办的 2022中国·灵璧高端轴承

论坛在合肥举办。论坛以“集聚新动

能 转动新未来”为主题，邀请全国及

部分省级轴承协会代表、轴承行业知

名企业代表和高校院所专家学者，围

绕轴承产业协同创新、高端轴承材料

及应用等展开深入交流，共商产业合

作、共享发展机遇、共绘发展蓝图。

小轴承，大产业。近年来，灵璧

县牢牢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皖北

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等机遇，将

轴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确立打造百

亿级轴承产业目标，大力开展“双招

双引”。宿州市委常委、灵璧县委书

记时志远说：“我们与西北工业大学

开展战略合作，引进超细晶强力旋轧

项目，科技成果成功落地转化；与合

肥工业大学共建合工大技师学院灵

璧分院，在校生规模达 1.3 万人，储备

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依托洛

阳轴承研究所，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

团队，设立轴承研发检测中心；与中

国轴承协会、兄弟省份轴承协会合作

举办轴承产业战略合作论坛、轴承专

场推介会。”

目前，灵璧轴承产业园已建成标

准化厂房 51 万平方米，配套设施 12
万平方米，入住轴承产业链企业 30余

家，被评为安徽省机械制造特色产业

集群（基地），获全省首批投资“赛马”

激励。中国轴承工业协会理事长周

宇认为，在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

强国的过程中，大量轴承企业处于产

能升级调整的窗口期，轴承产业转移

成为大趋势。灵璧县依托政策优势、

成本优势、资源优势、服务优势，不断

提升承接长三角发达地区轴承产业

转移能力。全县通过人才引领和科

技创新，走出一条符合本地特色的轴

承产业发展之路。

论坛上，灵璧县政府同西北工业

大学签订高端轴承与传动系统产学

研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协议，与

宁波美亚特精密传动部件有限公司

签订轴承制造项目协议，与上海善达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灵璧轴承产

业引导基金合作项目协议。

西北工业大学在新一代轴承钢

成分设计、短流程特钢冶炼、高性能

轴承、齿轮及传动轴加工、超大吨位

盘件压机等方面拥有大量研究成果

和技术储备。西北工业大学副总会

计师、资产公司董事长张建新说：“我

们将与灵璧县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

以需求为导向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路

径，努力为推动灵璧县轴承产业高质

量发展作出贡献。”

灵璧县不断提升承接长三角地区轴承产业转移能力——

锚定百亿大目标“双招双引”

◀ 中国新型建材设计研究院展示的无人挖掘机。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 科 大 讯 飞 展 示 的 声

学 成 像 系 统 定 义 气 体 泄

漏巡检新方式。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 本报记者 丰静

会场外是老旧市场改造的工地，

会场内是绚丽的舞台灯光，高挑亮丽

的模特正在展示美丽华裳……这样时

尚与传统交融的场景，就呈现在位于

合肥市瑶海区中都支巷的中国服装原

创 设 计 基 地 会 展 中 心 。 9 月 21 日 下

午 ,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纺织服装产

业发展论坛在此举行。

“经过几代人 70多年的不懈努力，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

生产国、出口国和消费国。”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秘书长夏令敏告诉记者。

今天的中国纺织行业，是中国科技

创新最为活跃的工业部门之一，是我国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五大产业之一。

“纺织服装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

对产业而言弹性大、空间大。”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厅长牛弩韬表示，要用原

创设计、科技创新、定制服务等赋能纺

织服装这个传统产业，让其成为永不

落幕的“朝阳产业”。

这几天，在 2022 世界制造业大会

上大放异彩的阜阳“吉祥三宝”仿鹅绒

结构高保暖絮片，正是我省纺织服装

产业攻关新材料的一个缩影。

2020 年，我省纺织规上企业 1490
户，实际营业收入 1276 亿元，总量在

全国较上一年上升了 1 位，安徽纺织

服装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七。

近年来，在新型纤维材料、服装、

家纺、针织等领域聚集了一大批知名

企业，华茂、申洲、金春、华孚等企业均

具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初步形成了

望江、宿松、芜湖孙村、岳西等纺织产

业集聚地和瑶海服装商贸市场集群，

产业集聚效应正在显现。

“从著名的‘微笑曲线’上，我们可

以看出，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

在两端，分别是技术专利研发和品牌、

服务销售。”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

席、东华大学教授卞向阳认为，要让纺

织服装产业升级换代，时尚设计是必

不可少的撬动支点。

作为本次论坛承办地的中国服装原

创设计基地，其本身就是安徽纺织服装

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成果和典型代表。

基地所在的瑶海区是合肥乃至安徽首屈

一指的服装产业集聚地。近年来，瑶海

区将合肥城市地标——合肥火车站站前

路一条路专业市场打造成安徽时尚街

区，再以街区为基地，打造中国服装原创

设计基地。基地将通过整合纺织服装产

业资源和要素，聚合产学研专业力量，打

造集设计、生产、展示、销售为一体的纺

织服装产业集聚中心、城市品质生活中

心、时尚潮流展示中心，引领安徽服装产

业走向更高舞台和更广天地。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紧邻沪苏浙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引领下，具有无可比拟的发展优

势，在纺织服装产业的协同发展方面，安

徽未来发展前景可期。”夏令敏说。

安徽纺织服装产业集聚效应初显——

科技时尚激发传统产业新动能

▼ 荣事达集

团展示的装配

式景观家居场

景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 科大国创展示的智能线控平板车，可应用于各种商用无人车辆。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 参观者在碳中和体验区体验绿色出行。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