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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徽省各级财政部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

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牢记下好创新“先手棋”

的嘱托，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始

终把科技投入作为预算保障重点，坚

持加大投入和结构优化并举，支持打

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

地。2022年全省科技支出508.4亿元，

居全国第4位、长三角第3位，助力安

徽区域创新能力跃升至全国第7位，

连续11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支持打造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路

径，强化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积

极争取国家更多创新资源在安徽省布

局。一是支持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建设。自2017年获批以来，省财政

和合肥市累计安排约200亿元，高水

平建设国家实验室和能源、人工智能

等五大研究院，集群化布局聚变堆主

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等世界一流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二是加快建设国

家“双一流”高校。2016—2023年，省

财政累计安排31.1亿元，支持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

界一流学科”，支持安徽大学、合肥工

业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三是持

续强化战略基础研究。2022年，对首

批试点示范的科大讯飞认知智能全国

重点实验室，给予3000万元补助 ；统

筹安排1.6亿元，支持实施省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

发展联合基金项目。2018年以来，累

计安排4亿元，布局建设34个省实验

室和省技术创新中心。

助力提升全社会研发创新能力

以企业为核心构建科技和产业之

间互融互通的桥梁纽带，推动形成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一是落实税收优

惠政策。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

惠税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先进制

造业增值税留抵退税等各项减税降费

政策。2022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增

加到15272家，较上年增长34.3%。二

是支持企业牵头承担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2022年，省财政统筹安排5亿元，

支持省科技重大专项、省重点研究与

开发计划、长三角联合攻关等中央和

省科技计划，综合采取公开竞争、定

向委托等方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企业投入比例不低于60%，70%

左右的项目由企业牵头承担。2022

年，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突破

2万亿元，对全省工业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60%。三是支持“三首”产品示

范应用。2022年，拨付省级资金1.9亿

元，推动“三首”产品创新发展和示范

应用，认定216项“首台套”、48项“首

批次”、114项“首版次”产品。同时，

省财政厅在政府采购“徽采云”电子

卖场开设“三首”产品馆，为各单位采

购“三首”产品提供便利渠道。

推动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

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积极支持

“科创+产业”融合，加快建设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体系。一是支持“科大硅

谷”、科技商学院、“中国声谷”等创新

载体建设。2022年，省、合肥市安排

3亿元启动资金，支持“科大硅谷”打

造体制机制示范工程，集聚科大校友、

安徽科创和全球高端创新创业资源优

势 ；安排3000万元启动经费，推动中

国科大科技商学院尽快组建挂牌，培

养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

懂管理的复合型科技产业组织人才 ；

安排8亿元资金，落实“中国声谷”建

设政策，引导“中国声谷”企业开展技

术创新、产品推广、人才引进和产业

安徽：在助力创新型省份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中
贡献财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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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二是促进科技金融融合。省财

政累计安排8亿元,支持设立省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持设立13只子

基金，投资项目87个、14.9亿元，培

育半导体、量子计算、新材料等领域

高新科技企业。累计注资8亿元成立

省科技融资担保公司，构建全省科技

融资担保体系，2022年为科技型企业

提供担保贷款221.75亿元。2022年新

增设立2亿元科技企业贷款风险补偿

资金池，截至2022年底，纳入资金池

补偿范围的贷款金额达234.97亿元。

创新商业模式，探索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支持

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支持安徽科

技大市场顺利开市运营，与国内外近

140家高校院所和领军企业对接合作，

挖掘技术需求500多个，汇聚成果转

化项目400多个，2022年促成项目交

易额330多亿元。2021年、2023年，省

财政安排资金支持举办第一届、第二

届科交会。2021年，首届中国（安徽）

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会，云签约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60项，签约金额282亿元。

优化创新环境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系统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科

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加大人才

引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系统。一是

支持科研立项机制改革，统筹设立省

科技攻坚专项，建立项目跨部门联合

评审和统一竞争排序机制，更多采取

“揭榜挂帅”“定向委托”“竞争赛马”

新型项目管理模式，实施有组织的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项目经费“包干

制”试点，无需编制项目预算。二是深

化科研经费“放管服”。突出“放”到位、

“管”精准、“服”到点子上，从简化预

算编制、提高科研经费中用于“人”的

比例，扩大经费自主权等方面，改革

完善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将省级公开

竞争立项的科技项目资金在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中全部打上科研标识，从

国库直接拨付到企事业单位。三是实

施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属高等院校、

研究开发机构对其持有的职务科技成

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

价投资。2021年全省高校院所转化科

技成果11629项，合同金额20亿元。

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用于奖励重要

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比例不低于70%，

特别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

成果转化收益首期可达90%，构建充

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

收益分配机制。支持安徽大学、安徽

医科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工业

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省属5所高校，

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

权试点。四是支持科技人才引育。持

续加大对高水平创新人才及团队、科

研机构稳定支持力度，2014年以来，

省财政以债权投入或股权投资方式共

支持320家携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

技成果的科技人才团队。省市联动、

校企合作，共同筹资设立学生创新

创业资助计划，激发创新活力，将科

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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