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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新区的今天与淄博高新区的明天
记者 赵原雪

从“江南小邑”到“万亿之
城”，一路跃升的新一线城市合
肥，给外界留下了太多遐想。

而有着“中国声谷”的合肥
高新区，30年来，从仅有2 . 2平方
公里的郊区农田蝶变为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创新前沿窗口，它的
蜕变同样也是追梦者们探索的
一部分。

最新的2022年国家高新技术
开发区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合肥
高新区综合排名前进一位，排名
第七，已连续九年位于十强之列。

科技赋能、人才吸引、金融
支撑……各项要素缺一不可，而
这样的发展路径下，合肥高新区
走出了适合自己的“致富模板”。

上世纪90年代，淄博高新区
与合肥高新区同时被列入全国
首批国家级高新区，经过30余年
发展，两者均演变为高新技术产
业新城。

那么，对比合肥高新区的发
展路径，同样被转型淄博寄予厚
望的淄博高新区，到底应该学些
什么？

平台

在合肥高新区，可以看到很
多“未来”的希望。

位于合肥市云飞路的国盾
量子，自2009年入驻以来，便在合
肥高新区落地生根，开启了量子
科技产业化的探索道路，随着量
子科技企业的集聚，这里也被称
之为“量子大街”。

值得关注的是，以国盾量子
为核心的三大领军企业，皆由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三位院士创
办。不仅如此，在合肥高新区，科
大讯飞、科大国创等多家上市公
司在探究其源头时，都纷纷指向
了“中科大”这所为合肥科研成
果转化落地的重量级平台。

“我们举全市之力支持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建设，学校也在反
哺整个合肥产业的发展。”合肥
市科技局副局长戴兵告诉记者，
合肥与中科大是互相成就。

事实上，以中科大为重要源
动力，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
球科技竞争主体和产业集群的重
要载体，合肥高新区已经构建了
区域科技创新五大体系。其中，科
技成果转化体系是其重要板块之
一，合肥高新区着力打造“基础
研究——— 技术攻关——— 成果转
化—企业产业培育”全创新链
条，助力国家科技高水平自立自
强。

量子信息未来产业科技园
列入国家试点培育，认知智能、
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全
国首挂……仅仅是2022年，合肥
高新区又新添了很多重量级“新
成员”。

而加上国家实验室、天都实

验室、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
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合肥高新
区已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
局最密集的区域。

科技即产业，依托中科大、
中科院的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
的基础平台，合肥高新区源源不
断产生科技成果，实现技术产品
的迭代创新。

与此同时，作为创新主体的
企业，也纷纷瞄准核心科技开展
攻坚。

服务

营商环境，也是对标借鉴的
重要部分。

优化营商环境，合肥高新区
可谓是“下足了功夫”。而专业性，
则是合肥高新区在营商环境配套
服务中的最为难能可贵之处。

记者获知，合肥高新区以
“领跑计划”为牵引，开展“聚焦
现实问题、推进项目建设”专项
行动，出台项目用地选址、建设
项目“一本通”、工业厂房管理、
弃土处置等8个文件，促进项目
专班、水电气热管廊、竣工验收
等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我们有专门的项目推进服
务专班，在与企业项目接洽过程
中，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细致入
微的服务。”合肥高新区建设局
项目推进服务专班一名成员告
诉记者。

以企业在项目建设的实际
举例，从报件到开工中间需要经
历层层程序审批，很多企业对其
中的流程并不熟悉，经常走弯
路。而项目推进服务专班则能够
做到“24小时全职坐班”，对项目
流程方面的一切问题提供帮助。

“此外，施工图设计、审查施
工许可证、招投标等方面，我们还
能够传授经验，提供更加专业化
的建议，帮助企业顺利建设投产。”
上述项目推进服务专班成员说。

为此，合肥高新区首创了“74

证合一”，启动首个长三角地区
G60“一网通办”窗口，设立外资
企业快办窗口、代办领办窗口，开
展24小时预约服务，不断优化服
务流程，提高了办理效率。

服务的同时，合肥高新区同
时以数据为参照，不断修正更新。

此外，合肥高新区还会同
第三方机构，开展营商环境专
项调研，编制了合肥高新区营
商环境指数报告，连续三年的
指数报告真实准确地评价合肥
高新区营商环境建设现状和工
作成效，帮助高新区了解企业
关注的痛点、焦点、难点、堵点
问题和解决进展。

可以说，每个营商环境指数
的变化、更迭，都是实实在在、千
头万绪的工作在支撑。

量级

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科创高
地的聚能效应，势必会引来人才
的青睐。

然而，为吸引更多人才，合
肥高新区除依靠自身吸引力外，
依旧选择“主动出击”。

合肥官方提供的说法是，合
肥高新区建设合肥国际人才城，
打造安徽省首个“外国专家服务
之家”，并开办全国开发区首家

“企业家大学”，打造“中国声谷·
量子中心”名校引才品牌，14年
来累计引进重点高校毕业生10
万余人。

为了给创新人才营造宜居
宜业的生活工作环境，合肥高新
区努力打造与“世界领先高科技
园区”相匹配的基础教育，由“实
施名校战略”进阶为“精品化办学
战略”，并在城市建设、健康医疗、
文化休闲等领域发力，打造现代
化产城融合发展的“样板”……

人才链、资金链、创新链、产
业链，“四链”的打造赋能合肥高
新区的跨越式发展，土地全域治
理 、链 通 高 新 、区 域 经 济 大

脑……合肥高新区的创新之举
还有很多很多。

而正是借助这些创新性举
措带来的强力支撑，合肥高新区
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信息安
全、光伏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
兴产业2022年保持了20%以上增
长，新增市场主体2万余家。

其中，科技型企业5万余家，
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3家，累计
培育上市公司33家，新增高新技
术企业400家，总数近2000家。上
市企业、高企数均占全市的50%
左右，培育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19家、占全市31%。

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合
肥高新区用全市1 . 1%的土地，创
造了1313 . 9亿元的GDP，占合肥
全市的比重达到10 . 94%；全年实
现税收收入248 . 7亿元，占全市的
23%；规上企业利润占合肥全市
40%以上……

以上种种数据，无不体现了
合肥高新区在“小空间”里实现
了“大发展”的现实。

而对比合肥高新区，在某种
程度上，淄博高新区与之存在诸
多相似之处。

对标

经过三十余年的开发建设，
淄博高新区域创新体系不断完
善，高端产业集群持续壮大，创
新创业环境日益优化，一座蓄势
勃发的“产业新城、科创新城、生
态新城、活力新城”快速崛起。

特别是在“一核、两城、三
区”总体空间布局下，淄博高新
区聚力打造新能源制造、智能微
系统、大健康产业3大千亿级产
业集群并高水平规划建设齐鲁
储能谷、齐鲁智能微系统创新产
业基地、新材料中试区、创新创
意、生物医药等专业园区。

此外，资本市场不断扩容，
人才集聚持续增强，新兴产业落
地孵化……

同时，占淄博全市面积1 . 9%
的淄博高新区，2 0 2 2年创造了
378 . 3亿元的GDP，占全市8 . 59%
的GDP；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 9 . 5 3 亿 元 ，占 全 市 总 量 的
13 . 18%。

虽然数据与合肥高新区并
不在一个量级，但之于淄博经济
建设大局的“排头兵”效应却与
合肥高新区相似。

记者发现，近年来，淄博市
委主要领导曾多次对高新区发
展提供指示要求。

比如，5月9日，淄博市委书记
马晓磊到临淄区、淄博高新区调
研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工作。在
这次调研中，马晓磊强调，要牢牢
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
信心、大干快上，以更大力度、更
实举措扩产能、拓市场、抓项目，
加力提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更值得注意的是，5月25日
至26日，马晓磊率队赴合肥学习
考察高新区建设发展、招商引资
和产业基金运作等创新经验，意
在拜访高校企业，推进合作项
目，加力提速城市转型跨越高质
量发展。随行人员之一，就包括
淄博市政府副市长、高新区工委
书记李俊杰。

按照惯例，市委主要领导带
队赴先进城市考察重点片区，一
方面是学习该片区的创新经验，
另一方面也是对本城市的相同
片区提出更高要求。

那么，淄博高新区该如何对
标先进地区？

6月11日至14日，为进一步
学习先进高新区的经验做法，拓
宽创新发展思路，持续提升工作
标准和水平，推动高新区各项工
作实现新发展新突破，淄博高新
区工委副书记耿庆玮又带队赴
合肥高新区学习考察。

淄博高新区官方媒体“淄博
高新”在一篇报道中表示，考察团
通过现场考察、座谈交流、主动约
见当地企业家，充分了解了两家
高新区在体制机制建设、招商引
资模式、专业园区建设、国有公司
运营、投融资运作风险防控、营商
环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并
且与对口部门进行了良好互动。

不仅如此，记者获知，淄博
高新区已派出3名领导干部到合
肥展开了为期半年的挂职锻炼。

而根据淄博高新区提出全
力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高端产
业新高地、改革开放新高地、产
城融合新高地、品质民生新高地
等“五大新高地”的目标定位，以
及官方通稿屡次出现“为全市经
济大局做出更多高新贡献”这一
表述的自身要求，都透露出高新
区努力在淄博实现“3510”发展
目标、“强富美优”城市愿景新征
程中当先锋、作表率、走在前。

合肥高新区的今天是否会
成为淄博高新区的明天。显然，
这给予了外界更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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