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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趋势。近年来，合肥高新区聚

焦源头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前瞻布局新兴赛道和未来产

业，以高能级平台赋能产业高质

量发展，探索“科学-技术-创新-
产业”具有区域特色的内生发展

之路。

抢占量子信息赛道
从“0-1”再到N

量子技术首次被写入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制定未来产

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

命科学等新赛道，创建一批未来

产业先导区。”

抢占量子信息赛道，合肥高

新区早在15年前已开始布局。

2009年，在国家政策支持鼓

励科技成果转化背景下，安徽量

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在合肥高

新区应运而生，也即后来的科大

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盾量子”）。自此，合

肥高新区乃至安徽省正式拉开

发展量子产业大幕。

彼时，在我国，量子信息产

业尚属“无人区”，合肥高新区在

国内率先开启探索量子科技产

业化道路，前瞻布局这一未来产

业赛道，由此国盾量子以及国仪

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本源

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限

公司等诸多量子科技企业陆续

在合肥高新区发展起来。

世界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

子号”、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

“京沪干线”、世界首台光量子计

算机“九章”……一大批量子前

沿科技成果在这里诞生，彰显了

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天

团”为孵化源头的量子信息产业

在合肥高新区深深扎根，众多从

“0-1”的原始创新成果引人注目。

2023年，合肥高新区成功引

入央企中电信量子集团。作为

量子科技“国家队”，中电信量子

集团的引进再度彰显合肥高新

区 进 一 步 深 耕 量 子 产 业 的 努

力。2024年年初，中电信量子集

团获批组建安徽省量子信息产

业创新研究院，这是安徽省首个

未来产业领域产业创新研究院。

15 年来，依托中国科大、中

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

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

联合产学研多方力量，合肥高新

区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

精密测量领域从“0-1”再到“N”，

呈现出与世界领先水平处于整

体并跑、部分领跑态势。

竞逐“人工智能+”赛道
源头创新串起产业链

在合肥高新区习友路与石

莲南路交口西南角处，矗立着在

人工智能赛道竞逐的“中国声

谷”。在这里，大量高端智能产

品走向世界，2000余款软硬件产

品成功研发，100余款首台套重

大装备、首版次软件成功上市，

智慧办公、智慧医疗等产品在国

内市场占有率达70%。

仅占合肥市约 1%土地的合

肥高新区，究竟是如何竞逐人工

智能产业赛道的？

培育龙头企业是合肥高新

区抢占新赛道的首要动作。创

建于 1999年的科大讯飞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

从一群学生的创业团队成长为

摘得多项AI技术全球冠军、两次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人

工智能企业，其背后离不开合肥

高新区的“管家”式服务。“扶早、

扶小、扶硬科技”的科创环境，研

发资金、人才政策、资质认定、市

场应用的配套加持，让科大讯飞

从智能语音到认知智能，逐渐走

出一条自主研发之路。

有了龙头企业，搭建平台是

关键举措。早在10年前，合肥高

新区就在国家部委及安徽省、合

肥市支持下，以科大讯飞为核

心，成立国内首个专注于人工智

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中国

声谷”，带动了一大批人工智能

企业聚集发展。作为国家级智

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基地，

“中国声谷”还汇聚智能语音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国

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等100多家

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平台。各类创

新平台的集聚，为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单个企业到产业集群，科

大讯飞正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

实现更大的发展。

为抢抓通用人工智能发展

历史机遇，2023年 10月，安徽省

发布《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及相关政策，合肥高新区随即发

布推动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规划及政策，明确提出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通用人工智能领

先园区。

为抢占垂直领域赛道，合肥

高新区引入专注于构建全球领

先的视觉多模态基础模型及应

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智象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智象未来”）。其自主研发的

智象多模态大模型是超百亿级

参数的大模型，拥有目前行业中

最丰富的多模态版权语料库。

“选择落地合肥高新区，除了被

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业政策所

吸引，更是切实感受到园区在资

金扶持、人才招引、场景应用等

方面给予的帮助。”智象未来相

关负责人表示。

如今，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类脑

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

室等高能级研发创新平台，以及

科大讯飞等龙头企业并在其引

领带动下，合肥高新区在人工智

能赛道实现领跑。

蓄势空天信息赛道
商业航天腾空而起

当前，以卫星通信、导航、遥

感为代表的空天信息产业，正成

为支撑社会信息化发展、孵化新

服务新业态、推动产业能级跃升

的强大引擎和核心动能，成为全

球争相竞逐的万亿元级蓝海。

在这个万亿元级赛道，合肥

高新区靠什么逐梦空天？

“依托中电科 38所、深空探

测实验室等科研院所，合肥高新

区现已在‘卫星制造-卫星发射

运营-卫星应用’三大赛道形成

独特优势。”在合肥高新区相关负

责人看来，在争相竞逐空天信息产

业的比拼中，合肥高新区超前布

局，并逐步完善整个产业体系。

在浩瀚太空中，与合肥高新

区“相连”的卫星有很多：“巢湖

一号”，这颗从名称上极具辨识

度的卫星，作为“天仙星座”首发

星，已于2022年2月27日成功发

射入轨；“合肥高新一号”，作为

天启星座规划 38颗星中第二阶

段建设中的第一颗专项发射卫

星，已于 2023 年 9 月发射；2024
年 3月，由深空探测实验室牵头

研制的“天都一号”“天都二号”

成功发射，为架设地月“鹊桥网

络”提供先期技术验证……

近一年来，海天丝路商业天

基数据中继星座、中科星光总部

基地、星图维天信气象生态全国

民用总部、中科卫星空天信息产

业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在合肥

高新区签约落地。优质企业的

落地发展，带来了空天信息经济

的勃兴，深空探测实验室的建立

更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

有力抓手。

2024 年 12 月 18 日，在中安

创谷科技园二期“空天信息产业

园”，深空探测实验室合肥总部

科研办公区正式揭牌启用。高

能级平台的搭建为空天信息产

业集聚了新动能，而优渥的营商

环境更成为企业扎根的动力。零

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零重力”）落户合肥高新区

不到一年,电动垂直起降(eVTOL)
航空器预批产机型“ZG-ONE”

产品成功下线，为安徽省、合肥

市积极抢占空天信息产业制高

点贡献了“高新”力量。

“营商环境好，政策支持力

度大，高新区给了我们一个很

好的研究、办公环境和生活环

境。”零重力相关负责人说，从

公司注册、落地、融资、政策申

报、人才引进，以及后续产业合

作，高新区各相关部门为企业

提供了全链条服务。

合肥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合肥

高新区将持续推动新技术、新产

品应用场景创新，在技术创新、

场景应用和商业模式上实现新

突破，书写加速发展未来产业、

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

赴”的时代答卷。

1515年前布局量子信息年前布局量子信息，，1010年前成年前成立立““中国声谷中国声谷””，，33年前第一颗卫星升空年前第一颗卫星升空

合肥高新区创建合肥高新区创建未来产业先导区未来产业先导区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前瞻
布局新兴赛道和未来产业，以
高能级平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
展，探索“科学-技术-创新-产
业”具有区域特色的内生发展
之路，一大批高能级创新平台
和新质企业围绕量子科技、下
一代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领
域开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声谷

中电信量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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