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政办秘〔2022〕61号

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六安市“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开发区管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

中央、省驻六安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六安市“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2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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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新方向，是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为推动六安市战略

性新兴产业赶超式发展，根据《安徽省“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六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本规划。

第一章 发展基础与环境

第一节 发展基础

“十三五”以来，六安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按照省

委、省政府“五大发展行动计划”总体部署，以实施“三重一创”建

设为抓手，以推动科技创新为动力，努力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

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成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动力和经

济增长的新引擎。

产业发展提质扩量。“十三五”期间，六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由 2016年的 278.6亿元提升至 2020年的 548.1亿元，产值

实现翻番，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由 14.6%提升至 38.6%。243

家企业纳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名录，较“十二五”末增加 150

家。获批省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和试验工程各 1个、省级重大新

兴产业专项 3个，金寨县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获批省级县域经济特

色产业集群。

创新能级不断提升。安徽工业技术创新研究院六安院落地运

营，博微长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应流集团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获批建设，建成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1家、企业技术中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5%8F%91%E5%B1%95/383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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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家、工程（重点）实验室 4家、

院士工作站 2家，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116家，工业设计中心

53家。大力开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活动，累计开发安徽

省新产品 152项，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38项。

产业领域延伸突破。在全省率先布局氢能产业，建成万套级

燃料电池及核心零部件工厂，装配六安市生产的燃料电池系统公

交车开始示范运营。引入国内触控行业龙头企业，加快新型显示

产业布局，在触控模组领域占有重要一席。建设应流航空产业园，

迈进通用航空产业领域。出台《六安市 5G 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年）》，春兴 5G科技园加快建设，瀚海新材料、索

伊电器等 11个“5G+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和“5G+智慧应用”

示范企业率先实施。

“接群融链”有序推进。全面对接“长三角”，深入融入“都市

圈”，园区合作共建不断推进，8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均与上海市、

苏州市、常州市、合肥市相关园区建立合作关系，合肥高新区霍

邱现代产业园加快建设，并列入全省首批 18个省际产业合作园

区。实施《合六经济走廊发展规划（2020-2025年）》，全面承接

合肥产业辐射，精卓光显、星瑞齿轮、胜利精密、英力电子、博

微长安等企业进一步融入合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

等产业链条，围绕合肥产业配套能力不断增强。

第二节 发展环境

“十四五”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重大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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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变革深入开展，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碳达峰”“碳中和”

日益成为全球新的政治认同和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博弈手段。六安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临严峻形势。

区域协同发展带来的承载机遇。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各类规划对接对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体系

开放开发、制度对标融合等协同发展工作全面深度推进，区域产

业转移和协作进入新阶段，为六安市承接沪苏浙产业溢出、创新

溢出带来了重要机遇。合肥都市圈产业和技术创新的辐射带动作

用不断增强，合六经济走廊建设和合六同城化步伐加速，有利于

全面对接引入合肥市产业资源和创新资源，与合肥市形成更加紧

密的产业联动、创新协同、人才共享关系。

多重政策叠加带来的助推机遇。当前省委、省政府加强十大

新兴产业“双招双引”，高质量推进“三重一创”建设，六安同时集

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崛起、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皖江城市带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淮河生态经济带、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

区等多个战略叠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政策基础和比较优

势。特别是国家、省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相关政策

举措，明确支持革命老区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

能力，有助于六安市抢抓机遇，趁势而上，充分吸聚资源要素，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质量提升。

产业变革新形势带来的转型机遇。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快



-8-

速发展和应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加速，产业数字化、数字

产业化发展趋势明显，催生大量创新应用和产业形态，有利于六

安市加速布局 5G、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产业，提升产业发展

能级。同时，有助于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作用，提升产业智

能化、现代化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

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六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正处于规

模扩张的上升期、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期和创新发展的攻坚期，

在新发展形势下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短板。主要有：产业规模不

大，集聚程度不高，缺乏带动力强的重大项目和龙头企业，超十

亿元、百亿元企业少，距离千亿级产业仍有较大差距；省级以上

开发区主导产业不突出，优势不明显；研发创新强度不够，产业

层次整体不高，缺产业链关键环节，缺技术水平高、附加值效益

好的整机成套装备和关键部件研发制造企业；土地、能耗、环境

容量等制约日益突出，产业发展空间日趋受限。

第二章 总体思路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

考察六安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实

施绿色振兴发展战略，以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增强创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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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力为主线，以重大项目和重要平台建设为抓手，以“三重一

创”建设为推动，实施“357”工程1，培育壮大创新主体，优化升

级产业结构，主动融入区域产业协同新格局，加快建设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合肥都市圈产业协同创新区、安徽省绿色发展重要承载

区和长三角产业承接配套协作区，打造引领全市产业升级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新体系。

第二节 发展思路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强化政府规划布局和引导推动作

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形成企业主动、政府推动、各方

联动的发展新格局，调动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力。

‛‛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坚持创新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提升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和亩

均效益，在部分领域取得关键技术突破。抢抓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建设契机，积极承接科技创新资源外溢辐射，深化产学研

用合作，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集约集聚，强体增量。提升“三重一创”建设质量，梯次

推进重大新兴产业专项、工程和基地建设。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

布局，增强园区主导产业首位度和影响力，推动重点领域和优势

1 “357”：三大主攻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五大重点领域，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节能环保和数字创意；七大行动，产业链“链长制”行动、创新赋能行动、“双招双引”行动、“三重一

创”行动、强企增效行动、平台提升行动、融合发展行动。

wl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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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率先发展，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形成引领带动效应。大力

开展“双招双引”，延伸产业链，壮大产业规模。

‛‛开放协同，融合增绿。加快融“圈”入“长”步伐，积

极融入合肥都市圈，等高对接沪苏浙，强化与合肥电子信息、智

能电动汽车等产业对接合作，深化与松江区结对合作帮扶，增强

对合肥市的产业配套服务能力，努力接入长三角产业链。推动数

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催

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深入实施绿色振兴战略，壮大生物

科技、光伏制造及资源循环利用等具有六安特色的绿色产业，助

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第三节 发展目标

坚持“制造为基、企业为本、创新驱动、高端引领”，推进全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形成更高质量、更具特色、

更可持续、更加集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到 2025年，全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规模力争达到 1600亿元，在合六经济走廊

和长三角一体化产业格局中作用日益凸显。

‛‛产业能级大幅跃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向中高端迈

进，逐渐接入长三角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核心，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保持较高增速，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 43%左右，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提高。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初步建成科技创新策源地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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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成一批高质量创新创业平台和载体。全社会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5%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支出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超全省平均水平，高新技术企业数达到 500

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3.5件。

‛‛集聚水平不断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集聚规模和质量进一步提升，建成在全省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

业集聚基地。生物和新能源产业加快集聚，形成规模效应。新能

源汽车、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升级优化，产业层次实现较

大提升。

‛‛开放融合深入推进。与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更

加紧密的协作关系，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合作共建园区和产业链协

作配套基地，合六经济走廊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工业化和信息化

融合水平进一步提升，建设省市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100个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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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六安市“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

序号 指标 单位 2020年 2025年 指标属性

1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亿元 548.1 1600 预期性

2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比重
% 38.6 43 预期性

3
纳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名录数
家 243 400 预期性

4 省重大新兴产业基地 个 1 2 预期性

5 省重大新兴产业工程 个 1 3 预期性

6 省重大新兴产业专项 个 3 6 预期性

7
百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
家 1 4 预期性

8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

数
家 1 6 预期性

第三章 发展重点

以构建特色突出、结构合理、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格局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大做强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培育发展生物、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节能环保和数字创意产业。努力打造产业规模赶超跨越、

创新驱动赋能、龙头引领带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第一节 锚定三大主攻方向

1.新一代信息技术

紧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未来发展趋势，抢抓 5G基站、数

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呼应合肥市“芯屏器合”产业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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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坚持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错位化发展，重点围绕新型

显示、5G、信息终端关键部件等领域，做大做强一批龙头企业，

建设 1-2个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力争 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产值达 400亿元。

‛‛新型显示。重点发展玻璃盖板、触控模组、显示模组等

领域，提升对合肥新型显示产业配套能力。推动 AMOLED、高

世代 TFT-LCD玻璃盖板研发和产业化。完善触控模组产业链，

培育发展 ITO导电薄膜、ITO导电玻璃、模块组装等环节。显示

模组方面，重点发展偏光片、导光板、反射片、底盖、导电胶等

领域，加快激光显示、3D显示等模组研发及应用。探索发展应

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领域的显示产品。

‛‛电子元器件。推动半导体分立器件、电力电子器件、二

极管、通讯用光无源和有源器件等电子元器件产品扩量升级。支

持企业加快发展高性能传感器、专用真空电子器件、电容器、电

阻电感元件制造、机电组件等领域，增强对新能源汽车、节能环

保、电机等产业配套能力。培育发展微小型表面贴装元器件、印

制电路板、传感器、高频器件、新型微波组件等领域。承接长三

角地区电子元器件产业转移，重点发展家电、电工电器配套用基

础电子元器件。

‛‛电子结构件。瞄准合肥联宝、华米科技等头部企业，依

托胜利精密、英力电子等企业，做大做强精密结构件、精密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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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电脑结构件、合金压铸件等产品。紧跟电子产品更新换代

趋势，加快产品研发升级，延伸拓展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设备、

智能穿戴设备等新领域结构件产品。立足现有电子结构件生产基

础，按照“零件-部件-整机”发展思路，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

加快柔性集成电路封装基板项目建设，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范

围，逐步形成产业集聚。

‛‛通信设备。聚力打造“射频器件-基站主设备”通信设备

产业链条，重点发展通讯滤波器、陶瓷滤波器、射频开关、通讯

天线、电缆等领域，推进金寨 5G通讯设备生产基地建设。积极

引进敏感元器件、精密电阻器、太赫兹器件等技术产品，提升通

讯器件配套能力。延伸发展基站设备及零部件制造、射频模块、

雷达及配套零部件等领域。支持搭建 5G在教育、医疗、金融等

领域应用示范场景，推动 5G应用链、服务链、产业链一体化发

展。

‛‛电光源。推进传统灯具制造向智能化、低碳化转型，支

持龙头企业重点发展智能灯具等高附加值产品。引进 LED芯片、

LED灯珠、光源板、线路板、金属灯头等产业链环节，完善电

光源产业链。推广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照明领域的应用，

发展智慧照明、教育照明、工业照明等。

‛‛智能家电（家居）。积极培育智能家电（家居）产业，

吸引大型企业研发生产项目落户，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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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肥人工智能产业对接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传

感等技术与家电（家居）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家电（家居）产业

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迈进。支持叶集区依托家居产业基础，

打造智能家居品牌集聚示范区，鼓励中至信家居、科凡智造家居

等企业拓展智能家居业务，提供整套智能化置家方案。

专栏 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方

向和重

点企业

重点向下游延伸发展 OLED显示屏制造，增强上游电子元器件制造及
集成电路封测等产业链环节。抢抓合肥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契机，依托精卓

光显、胜利精密、英力电子等配套企业，打造超百亿级光显小镇；依托 5G
产业发展规划，围绕春兴精工、正威等头部企业，打造百亿级 5G产业园
区。围绕世林照明、物宝光电等重点企业，建设 50亿级霍山电光源生产
基地。

重点企业：安徽精卓光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

公司、安徽英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刚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安

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上达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安徽物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等。

重点项

目

新型显示重点推进项目：穿越光电新型显示电子材料项目、物宝 AG
新型玻璃深加工项目、精卓 AMOLED柔性显示触控模组与 5G智能终端
研发制造基地项目、舒城智慧电子小镇项目、首玻光电高端触控显示玻璃

盖板研发及智能制造基地。

电子元器件重点推进项目：金寨传感器生产项目、金寨一体成型电感

元件生产项目、量子通智能芯片模组项目、迈越智能通讯 SMT贴片项目、
精创电子年产 1亿片石英晶体振荡器晶片项目、格恩高端化合物半导体芯
片生产项目。

电子结构件重点推进项目：英力电子精密电子结构件与集成模组研发

中心及智能制造建设项目、上达柔性集成电路封装基板 COF生产项目、
煜晟 PCB电子产品生产二期。

通信设备重点推进项目：春兴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天基 5G通信系
统科技产品生产项目、光华安防年产 10万套楼宇对讲系列产品、奇屏科
技年产 20万台一键报警系统设备、博微长安新型雷达 DAM组件及新一代
低空补盲雷达整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电光源及其他重点推进项目：世林照明 LED智能化照明灯具改扩建
项目、名家汇景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基地暨体验展示中心项目、金米年产

4000万套消费电子产品、智能影像光电产业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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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

台

博微长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博微长安目标探测与特征提取安徽省重

点实验室、皖西学院仿生传感与检测技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世林照明安

徽省绿色照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发信息科技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胜利

精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乐图电子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重点布局

金寨县：通信系统设备、敏感

元件及传感器、电子元器件等

金安区：电子元器件、电子电

路、消费电子、集成电路等

市开发区：电子元器件、半导
体照明器件、雷达及配套设

备、集成电路等

霍山县：半导体照明器件、电

子电路等

舒城县：新型显示、计算机零
部件、电子元器件、电子电
路、敏感元件及传感器、消费

电子等

霍邱县：新型显示材料等

叶集区：电子专用材料等

裕安区：新型显示、电子元器

件、消费电子等

图 1 六安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布局图

表 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强链延链补链重点参考企业

领域
企业（单位）名

称
主营业务范围

引进方向（强链延

链补链）

新型显示

欣奕华材料 LCD、OLED新型电子材料 补链：新型显示

明微电子
专注于电源管理、LED照明以
及 LED显示驱动芯片的研发 补链：新型显示

富满电子

电源管理类芯片、LED控制及
驱动类芯片、MOSFET类芯片
等

补链：新型显示

清溢光电
掩膜版的研发、设计、生产和
销售业务

补链：新型显示

电子元器

件

亨通集团 各系列电缆、光缆、通信器材 强链：电子元器件

立讯精密
连接器、连接线、马达、无线

充电、FPC
强链：电子元器件

富通集团 光器件及其它通信产品制造 强链：电子元器件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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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设备

中兴通讯 光网络、智能交换机等领域
补链：电子信息制

造

西安锐派 雷达设备及相关配件
补链：电子信息制

造

信维通信
手机天线/GPS/WIFI/手机电视/
无线网卡/AP天线

强链：5G

中科汉
射频/模拟集成电路和 SoC系
统集成电路的开发

强链：5G

顺络电子

片式电感/磁珠、片式压敏电阻
/NTC热敏电阻、片式 LC滤波
器和片式共模扼流器等

强链：5G

2.高端装备制造

围绕“智能化、融合化”主攻方向，加快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重大成套装备，提升航空航天、核能核电、轨道交通制造、

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及基础零部件制造产业竞争

力。力争 2025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总产值达 300亿元，对全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贡献度进一步提升。

‛‛关键基础零部件。以六安高端装备基础零部件基地为重

要载体，重点发展核电、航空、海洋工程等领域零部件。核电零

部件方面，做大做强核一级主泵泵壳、核一级爆破阀阀体等优势

产品，发展 F级以上重型燃气轮机涡轮叶片、新一代核能核电关

键件、海上浮动堆及模块化小堆等新型核能关键部件、乏燃料后

处理设备、聚变堆主机系统超高热复合部件等领域。航空产业方

面，瞄准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精密铸造业发展方向，重点开发

燃气轮机用等轴晶、定向凝固叶片、航空发动机闸等领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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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程方面，重点发展海洋工程平台装备零部件、焊接结构模

块、大型船用高端铸锻件、泵阀零部件、耐海水腐蚀不锈钢铸件、

深井钻井工具零部件等。支持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组建高

端装备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鼓励市内高端装备基础零部件企业加

入联盟，共同突破核心技术，推进产业化进程。

‛‛航空装备。以金安区应流航空制造产业园为主阵地，重

点发展航空发动机高温合金零部件制造、航空发动机研发设计和

装配制造、无人/有人直升机整机研发设计和装配制造、航空地

面装备设计和制造等。聚焦中小型航空发动机领域，重点发展涡

轴发动机，适时发展涡浆、涡扇发动机。围绕军民用航空发动机

需求，在 200-500-1000千瓦级范围扩充涡轴发动机谱系，开展

3-5个型号发动机设计、试制、验证，形成系列化产品，推进产

业化进程。面向先进地面无人平台动力需求，发展油电混合动力

包、起飞重量 500-1500公斤级无人直升机，协同发展自转旋翼

机。延伸发展无人机、航空模拟器及飞机牵引、升降、维修设备

和平台、机场导航设备等。

‛‛智能装备。扩大自动化包装设备生产规模，做强做优智

能物流与仓储装备、智能测控装备、自动成型设备等领域。推动

农机装备生产企业加快产品更新，布局发展智慧农机装备及零部

件制造。重点发展六轴以上工业机器人及减速器、驱动电机等关

键核心部件，布局发展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领域。积极引进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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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减速机、控制器和传感器等，布局发展智能弧焊机器人。

实施智慧餐厨工程，加快建设智能化中央厨房项目，打造智能烹

饪机器人产业基地。推动传统机床产业向高端化、数控化、智能

化方向转型，探索发展高速、高精、智能、柔性高端数控机床。

‛‛轨道交通装备。培育发展传动齿轮箱、动车组轮对、轨

道交通装备关键铸件、精密结构件、轨道扣件等领域，主动融入

南京、合肥等地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生态圈，积极引进轨道交通装

备制造重大项目。

专栏 2：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发展

方向

和重

点企

业

发展方向：依托六安高端装备基础零部件基地，重点向下游航空设备、

轨道交通装备及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延伸，补强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等环节。

发挥龙头企业应流集团高端铸造技术优势和航空产业先发优势，打造核电、

航空等百亿级先进制造基地。围绕智慧餐厨工程，抢抓服务型机器人新消费

市场，打造智能烹饪机器人制造基地。

重点企业：应流集团、六安一六八航空航天精密器件有限公司、安徽人

和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六安索伊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安徽兰翔纺机科技有限

公司、六安江淮永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安徽鸿杰威尔停车设备有限公司等。

重点

项目

关键基础零部件重点推进项目：应流集团“退城进园”项目、五洲新春霍
山产业园、霍山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应流集团高端装备用精密零

件近净成形制造项目、合力高端铸件及深加工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航空装备重点推进项目：应流集团航空发动机制造产业园、应流集团航

空及燃机超合金涡轮关键件产业化项目。

智能装备重点推进项目：天域数控机床制造项目、兆邦智能装备制造及

新能源再循环利用基地、瑞达智能型高低压成套电气设备生产项目、松羽特

材智能化工艺设备生产项目、安重年产 700台套数控冲床项目、特弗顺年产
7000套智能公交设备、索伊智能无人售卖终端项目、索伊智能化中央厨房建
设项目。

其他专用设备重点推进项目：坎蒂尼激光设备生产、恒源机械高端水利

机械产业化技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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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平台

应流集团高性能合金材料制备及成形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应流集团高性能合金材料制备及成形技术安徽省技术创新中心、应流集团核

能装备关键基础件成型技术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应流集团安徽省铸造工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江淮永达安徽省精密齿轮传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恒源

机械安徽水利机械工程研究中心、长江精工安徽省建筑钢结构智能制造工程

研究中心、科皖特种铸造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索伊电器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布局

霍邱县：智能高低压开关成套
设备、电机、农业机械和冶金

设备等 金安区：航空成套装备和关键
零部件，工业机器人、数控机

床、高端铸件等

市开发区：农业机械、纺织机
械，智能包装装备、工业机器
人、数控机床、智慧餐厨设备

等
霍山县：航空装备基础零部
件，海工、工矿、石油钻井、
海洋工程、核电等领域关键基

础零部件等

裕安区：智能停车、智能公交

设备等

图 2 六安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布局图

表 3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强链延链补链重点参考企业

企业（单

位）名称
主营业务范围

引进方向（强链延链补

链）

中航动力
军民用航空发动机整机及部件、民用航空发

动机零部件、军民用燃气轮机等
强链/延链：航空装备

中航重机
飞机机身机翼结构锻件、中小型锻件、航空发

动机盘类和环形锻件、航天发动机环锻件等
强链/延链：航空装备

威海广泰
航空地面电源系列、飞机牵引设备、飞机集

装箱/集装板装卸平台、飞机启动气源设备等
补链：航空设备

南京埃斯

顿

六轴通用机器人、四轴码垛机器人、SCARA
机器人、DELTA机器人以及伺服机械手等

补链：智能装备和机器

人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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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夫特
工业机器人整机及其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

产品包括 CMA喷涂机器人等
补链：智能装备和机器

人

沈阳机床
纳米级数控钻铣床、数控龙门镗铣床、数控

龙门磨床、数控外圆磨床、万能摇臂铣床等

补链：智能装备和机器

人

中车长春 轨道客车研发制造等 补链：轨道交通装备

金创四海 动车部件、轨道交通装备部件 补链：轨道交通装备

中车南京
铁路客车、动车组等轨道交通车辆及其零部

件的研发制造
补链：轨道交通装备

3.新材料

立足六安资源优势，打造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有色金属材

料为辅的新材料产业集群，培育发展磁性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

及化工新材料等。力争 2025年，新材料产业产值达 300亿元。

‛‛先进钢铁材料。推动六安市钢铁龙头企业加快产品升级

和优化更新，转型发展铁粉精深加工、中厚板、精冲钢、冷弯型

钢等中高端特种钢。积极推进六安新材料产业园建设，发展高性

能轴承、齿轮、高应力弹簧钢、高强度紧固件、高性能工具模具

钢加工、高品质不锈钢加工、先进钢铁材料铸锻件等领域。紧跟

市场发展需求，布局发展汽车用冷轧板加工、电池壳用钢加工、

新一代功能复合化建筑用钢加工等，力争 2025年，建成长三角

地区重要的铁基新材料产业基地。

‛‛高温合金和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以应流集团为龙头，加

快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高温合金部件研发创新和产业化进程，

巩固行业领先地位。有色金属方面，重点发展彩涂铝板、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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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铸件、铝材制造、新型铝合金、铝银浆等高性能有色金属材料、

原料。布局发展高性能金属质感材料、水性原浆及树脂包附性原

浆等高附加值产品。

‛‛磁性材料。重点发展钕铁硼永磁材料、永磁铁氧体、软

磁新材料等领域。支持磁性材料领域骨干企业进一步加大与电机

企业合作力度，增强配套能力，推动做大做强。加快天通皖西磁

性材料基地建设，积极引进磁性元件项目，提升对 5G通信、新

能源汽车、储能、智能移动终端等领域配套能力。

‛‛其他新型材料。布局发展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5G柔

性电子基础新材料等领域。抢抓限塑令及“双碳”发展机遇，探索

发展生物基可降解新材料、新能源材料等领域。依托叶集化工园

区，瞄准国内精细化工领域上市企业、“国字号”企业，加大招大

引强力度，争取 1-2家化工龙头企业落户园区，依托龙头企业带

动效应，积极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

专栏 3：新材料产业

发展

方向

和重

点企

业

发展方向：推动铁矿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大力发展先进钢铁材料，建

设高端先进钢铁材料基地。推进新材料重点向轻量化、绿色化等环保领域

延伸，积极发展合金材料、复合材料、生物基材料等。以叶集化工园区建

设为核心，打造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集聚地。

重点企业：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安徽马钢张庄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安徽省瀚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霍山东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天易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金寨将军磁业有限公司、天通（六安）

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卓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华福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等。



-23-

重点

项目

先进钢铁材料重点推进项目：六安新材料产业园、首矿大昌 3500mm
中厚板项目。

高温合金和先进有色金属材料重点推进项目：博颜铝银浆及其设备生

产、赛尔金属新材料生产、中钢联特种金属复合材料二期建设、首勤年产

25000吨高纯净钛镍合金板材项目。
磁性新材料重点推进项目：金安矿业永磁铁氧体磁性材料项目、瀚海

稀土永磁材料项目、中国天通 5G软磁新材料智造基地、粤海磁业年产 3
亿只磁钢智能化改造升级项目。

其他新型材料重点推进项目：嘉元改性注塑材料项目、霍邱尾矿固废

新型超细绿色胶凝材料、优赛特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项目、艾科新材料及

装备智造科创园、工匠年产 1200万超细纤维皮项目、安徽金竹年产 30万
吨生物基新材料项目、兰迪年产 20万平方米钢化真空玻璃。

创新

平台

华辉塑业安徽省透明粉末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瀚海新材料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宏伟新材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将军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华辉塑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中财管道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海洋羽毛安徽

省生物蛋白纤维复合材料工程研究中心等。

新材料产业重点布局

霍邱县：先进制造基础零部件
用钢、新一代功能复合化建筑
用钢、高强耐火耐候建筑用
钢，以及其他中高端特种钢，

高品质不锈钢等

裕安区：新型建筑材料、磁性
材料、生物基材料、复合材料

等

市开发区：磁性材料、高性能
膜材料、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新型建筑材料、特种玻璃等

霍山县：金属浆料和涂料、高

温合金、磁性材料等
舒城县：生物基材料

叶集区：化工新材料等

金寨县：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磁性材料等

金安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复合材料、新型建筑材料等

图 3 六安市新材料产业布局图

OFD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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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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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 SDK

OFD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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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材料产业强链延链补链重点参考企业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范围
引进方向（强链延链补

链）

宝武集团 高性能金属材料、轻金属材料等 延链：铁基新材料

方大特钢 汽车板簧、弹簧扁钢、螺纹钢 延链：铁基新材料

大冶特钢
轴承钢、汽车用钢、能源用钢、航空航天用

钢等
延链：铁基新材料

西宁特钢
碳素结构钢、碳素工具钢、合金结构钢、合金工具

钢、轴承钢、弹簧钢、模具钢、不锈钢
延链：铁基新材料

宁波韵升 稀土永磁材料 强链：磁性新材料

中科三环 磁性材料及其应用产品研发生产 强链：磁性新材料

沧州明珠
PE管道塑料制品、BOPA薄膜、锂电子隔膜
材料

补链：化工新材料

德威新材
XILPE料、内外屏蔽料，通用 PVC、汽车线
束料

补链：化工新材料

回天新材
有机硅胶、聚氨酯胶、其他胶类、非胶类、

太阳能电池背膜
补链：化工新材料

普利特 改性聚烯烃类、改性ABS类、塑料合金类 补链：化工新材料

金发科技
阻燃树脂、增强树脂、增韧树脂、塑料合金、

碳纤维复合材料
补链：化工新材料

第二节 培育发展五大重点领域

1.生物产业

充分发挥六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做精做优生物医药产

业，培育发展医疗器械产业，做大做强生物饲料产业。力争 2025

年，生物产业实现产值 100亿元。

‛‛生物医药。做优中药材种植，推广“互联网+”在中药育

培、种植、施肥、贮存等环节中的应用，推动建设中药材种植过

程质量追溯体系，提高灵芝、石斛、茯苓、黄精等中药材品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81%E6%80%A7%E6%9D%90%E6%96%99/111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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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中药新产品开发力度，发展单味小包装、超微饮片、直接口

服饮片等新产品。深度开发霍山石斛、茯苓、灵芝、断血流、黄

精等“十大皖药”，引入行业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发展中药饮片

加工、中成药生产等。推进大别山中医药研究院建设，支持中药

龙头企业主动对接高校院所，探索二次开发传统中成药产品。支

持有实力的企业开展中药配方颗粒剂试点生产。依托大别山道地

药材资源和金寨省级中医药大健康特色产业基地，紧跟居民养生

保健需求，推广药食同源产品，推进以石斛、灵芝等为主要成分

的中药保健品、健康食品研发和生产。因地制宜发展中医药康养

产业，依托金寨、霍山等地生态资源和大健康产业基础，推进中

医药与旅游融合发展，打造省级康养小镇。积极对接上海张江、

松江及苏州工业园区，探索合作建设生物医药药源地加工产业

园，延伸发展生物药品制造领域。

‛‛医疗器械。抢抓“后疫情”时代发展机遇，发展无纺布、

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用品产业。加快建设富美医疗高端

医疗器材防疫用品产业园、国骄医疗器械科技研发中心，扩大医

疗防护用品生产规模。结合中草药资源优势，支持企业开发具有

治疗功效的膏药贴、护腰带等产品。

‛‛生物饲料。引导企业加大对果渣、蔬菜尾菜、豆粕等粮

食加工副产物的循环利用，扩大生物饲料生产规模。支持企业应

用酵母菌技术、微藻生物技术、灭活乳酸菌技术等，发展高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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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饲料，降低畜禽排泄物氮磷含量。面向河南、湖北等地，针对

生猪、肉牛等不同畜种，差异化招引生物饲料企业，推动生物饲

料产业集聚化发展。

专栏 4：生物产业

发展

方向

和重

点

发展方向：加强生物技术研发创新，依托本地优质生物资源，向生物技

术、生物制药及医疗器械制造等领域延伸。以霍山石斛、灵芝、茯苓等“十大
皖药”为重点，依托重点生物科技企业，加强产品开发、提升产品价值链水平，
打造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高地。

重点企业：安徽同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九仙尊霍山石斛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大别山霍斛科技有限公司、回音必集团安徽制药有限公司、安徽省康美

来大别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寨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安徽五粮泰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

重点

项目

生物医药重点推进项目：大别山中医药研究院、九信中药健康产业园项

目、九州通中药饮片健康产业园项目、久航生物科技产业园、嘉万成霍山石

斛精深加工项目、斛之源霍山石斛深加工项目、德正堂药业植物发酵制品及

复合配料和植物口服液、大别山年产 5000吨中药饮片、传承生物传感技术产
业园项目、九仙尊霍山米斛养生谷项目。

医疗器械重点推进项目：生洋医疗器械项目、国骄医疗器械科技研发中

心项目、普尔德年产 3万吨一次性水刺无纺布、富美医疗高端医疗器材防疫
用品产业园、颈椎理疗及家纺用品智能科技产业园。

生物饲料及其他重点推进项目：迎驾东方年产 5万吨生物发酵饲料项目、
虫虫生物科技生物农药生产基地、五粮泰 20万吨高效全速溶糖脂肽联产油化
螯矿酵解豆粕饲料工程项目。

创新

平台

安徽省中药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工程实验室、大别山中医药研究院、同

科生物安徽省院士工作站、康美来大别山生物科技安徽省灵芝产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回音必安徽省断血流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信康药业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康缘药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五粮泰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九仙

尊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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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六安市生物产业布局图

表 5 生物产业强链延链补链重点参考企业

领域 企业（单位）名称 主营业务范围
引进方向（强链延

链补链）

生物医药

云南白药
中成药、中药材、生物制
品

强链：中医药

国药集团
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
材

强链：中医药

同仁堂 中药研发生产 强链：中医药

生物饲料

禾丰牧业
饲料、饲料添加剂、饲料
机械

强链：生物饲料

海大集团
饲料、种苗、生物制药、
智慧养殖、食品流通等

强链：生物饲料

通威集团 水产饲料和禽畜饲料 强链：生物饲料

正邦集团
浓缩料、预混料、保育料、
熟化粉料

强链：生物饲料

2.新能源汽车

聚焦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围绕新能源汽车零部

生物产业重点布局

市开发区：中药饮片、中成药
生产、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生

物饲料等

金寨县：中药材深加工，中药
饮片、中成药、中药保健品研
发生产等，打造中药材繁育基
地、中药材深加工基地和中医

药康养基地

皖西学院：建设大别山中医药
研究院、开展中医中药研究、

推动成果转化

霍山县：中药材深加工，中成
药、中药保健品研发生产等，
重点发展中医药大健康、养生

保健食品等

金安区：卫生材料及医药用

品、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等

裕安区：卫生材料及医药用
品、生物质燃料、生物农药、

生物发酵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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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 SDK

OFD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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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氢燃料电池、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打造六安新能源汽车产

业配套基地。力争 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达 200亿元。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围绕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聚焦

蔚来、比亚迪、大众（安徽）、江淮等企业产业链，以市开发区、

金安区、舒城县为主平台，加强与合肥整车企业的配套协作。紧

盯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发展趋势，布局发展电动机零部件铝铸件、

铝合金防撞梁、底盘件及全铝车身等铝合金型材及铸件。加快新

能源汽车变速箱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增强对合肥新能源重卡、客

车等领域关键零部件生产配套能力。积极发展大功率电力电子组

件、电驱变速箱、电驱空调、通用驱动电机控制器、通用动力电

池管理系统等领域。主动对接动力电池龙头企业配套需求，布局

发展锂离子动力与储能电池，以及正负极、隔膜、电解液等基础

材料，建强动力电池产业链。建设金寨雅迪电动车产业园、核心

部件制造等项目，打造全国重要的低速电动车生产基地。

‛‛氢燃料电池。打造燃料电池产业高地，推进金安区燃料

电池产业园建设，培育壮大燃料电池龙头企业，强化质子交换膜、

催化剂、碳纸等产业配套。积极对接氢气供应系统、空气供应系

统、驱动电机、阀件等领域国内外先进技术团队和企业，引进关

键部件装备企业，建强补齐产业链。深入实施国家燃料电池示范

城市群建设，推进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研究院、氢能和燃料电池

公共检测、氢能和燃料电池新型研发等平台建设；抢抓合肥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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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建设机遇，以公交车、物流车等交通运输领域为突破口，重点

在合肥都市圈成员城市中推进公交、厢式物流等燃料电池商用车

示范应用。开展燃料电池关键技术攻关，突破 CCM（催化剂涂

层膜）涂布和多层纳米结构涂层、质子交换膜、膜电极、扩散层、

双极板、端板等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双极板冲压、焊接、镀膜等

工艺水平；加大空气压缩机、氢气循环泵、增湿器、DC/DC变

换器等关键部件研发力度，掌握燃料电池辅助系统核心技术。全

面提升膜电极、燃料电池电堆、燃料电池系统的批量制造技术，

实现产品可靠性和耐久性等性能指标的全面提升，提高关键部件

国产替代率。

‛‛智能网联汽车。重点发展智能物流车、特种智能车等专用

车，支持企业引进技术力量、建设研发机构，开展合作创新，推动

5G、自动驾驶、车联网等协同研发。紧跟合肥智能网联系统研发

应用动态，积极招引关键配套企业，推动现有企业嵌入产业链，强

化无线通信(V2X)零部件、智能座舱、智能音箱、车载显示屏等

领域配套能力。加速推进科大国创智能网联与智慧能源系统研发

生产一体化基地建设，探索搭建车路协同应用系统、大数据云控

平台等智能汽车服务平台。丰富智能网联应用场景，支持开展开

放场景内自动驾驶出租车、公交、短途接驳、物流配送、清扫车

等形式示范应用。

‛‛动力电池梯次回收利用。加快建设绿沃新能源科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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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发展动力电池梯次利用领域。抢抓长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及动

力电池制造产业发展趋势，探索引入电池回收拆解领域龙头企业，

壮大电池梯次回收利用产业规模。

专栏 5：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

展

方

向

和

重

点

企

业

发展方向：补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等环节，重点向新能源汽车变速

器、电机、电控、轻量化车身部件等环节延伸。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入

推进六安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基地建设，高质量建设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应用城市群。打造全国重要的低速电动车生产基地。

重点企业：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

司、安徽长安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安徽志诚机电零部件有限公司、安徽

绿沃循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德亚电池有限公司、安徽星玛新能源有限

公司、安徽雅迪机车有限公司、六安智梭无人车科技有限公司等。

重

点

项

目

新能源零部件产业重点推进项目：利众电子新能源汽车逆变电源生产项目、

霍邱县汽车零部件生产及模具研发制造建设、霍山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耀

星车业年产 20万套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新昕汽车节能新型及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生产加工项目、鼎晟新能源汽车电机核心配件及内饰件项目、捷步新能源配件

加工生产项目、氢能及燃料电池研发与产业化、熠辉新能源汽车用高性能铝合金

材料生产、豪斯特热成型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联诚汽车零部件及专用车生产、

泰宇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亚太汽车零部件及工业互联网产业园、江淮自动变速

箱生产项目、金美汽车高端零部件、江淮永达军民两用高精度小模数齿轮及减速

器生产线数字化赋能项目。

新能源专用车重点推进项目：雅迪电动车产业园、雅迪电动车核心部件

制造项目、威马二期 L4级无人驾驶物流车生产。
“三大电”重点推进项目：科大国创动力电池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金

寨年产 10GWh 新能源动力锂离子电池项目、星玛新能源项目、德亚年产
4000万支新能源电池、沃博源锂电池建设项目、锂享新能源锂电池正极材料
项目、曼恩斯特新能源电池涂布技术研发制造、国轩动力电池项目、豪世年

产 6000万只锂离子电池、中轩锂电新能源生产项目。
新能源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重点推进项目：绿沃新能源科技一期项目。

创

新

平

台

明天氢能安徽省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创新中心、明天氢能安徽省院士工

作站、安凯华夏安徽省汽车驾驶室悬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龙兴汽车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长安专用汽车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星瑞齿轮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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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六安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图

表 6 新能源汽车产业强链延链补链重点参考企业

领域
企业（单位）

名称
主营业务范围

引进方向（强链延链补

链）

汽车及

零部件

安凯客车 混合动力和氢燃料动力客车 强链：燃料电池汽车

福田汽车
混合动力、纯电动汽车，氢燃料

和高效节能发动机
强链：燃料电池汽车

宁波韵升 新能源汽车用电机系统 补链：新能源电机

上海大郡动力
新能源汽车用电机及其控制器

技术研发、制造
补链：汽车电机

深圳蓝海华腾
中低压变频器、电动汽车电机控

制器和伺服驱动器
补链：新能源电控

汽车及

零部件

南京天河汽车 汽车冲压件、冲压焊接件 延链：汽车零部件

山东汇锋传动
齿轮轴、螺旋锥齿轮、变速箱齿

轮、转向节、传动齿轮轴等
延链：汽车零部件

东风随州 专用汽车开发生产 延链：专用车、改装车

江苏奥新
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专用车研

发制造、充电设施设计建设
延链：专用车、改装车

新能源汽车产业重点布局

市开发区：新能源汽车变速

器、电机、合金件等金寨县：动力电池、新能源汽
车合金件、低速电动车及配套

产业等

舒城县：动力电池、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动力电池递次利用

等

霍山县：建设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产业园，重点发展零部件产

业

金安区：燃料电池及系统、燃
料电池关键部件，新能源汽车
电机、铝合金件，以及其他零

部件等

裕安区：动力电池、智能专用

车等

霍邱县：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

模具等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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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

池

上海电气
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电堆及膜

电极技术和产品
强链：燃料电池

广东国鸿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 强链：燃料电池及系统
爱德曼氢能源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 强链：燃料电池及系统
大连新能源动

力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 强链：燃料电池及系统

上海神力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 强链：燃料电池及系统
佛尔赛能源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 强链：燃料电池及系统

北京氢璞创能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 强链：燃料电池及系统
武汉众宇动力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 强链：燃料电池及系统

北京亿华通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
及系统

强链：燃料电池及系统

东岳集团 复合质子交换膜 补链：质子交换膜

新源动力 复合质子交换膜 补链：质子交换膜

江苏科润 复合质子交换膜 补链：质子交换膜

贵研铂业 Pt/C 补链：催化剂

武汉喜马拉雅 Pt/C 补链：催化剂

中科中创 Pt/C 补链：催化剂

苏州擎动科技 Pt/C 补链：催化剂

江苏天鸟 碳纸/碳布 补链：气体扩散层

鸿基创能 CCM 补链：膜电极

苏州擎动 CCM 补链：膜电极

大连新源动力 CCM 补链：膜电极

上海神力 石墨板 补链：双极板

广东国鸿 石墨板 补链：双极板

上海弘枫 石墨板 补链：双极板

嘉峪碳素 石墨板 补链：双极板

大连新源动力 金属板、复合板 补链：双极板

上海佑戈 金属板 补链：双极板

上海治臻新能

源
金属板 补链：双极板

北京氢璞创能 复合板 补链：双极板

武汉喜马拉雅 复合板 补链：双极板

烟台东德实业 空气压缩机 强链：空气压缩机

嘉兴德燃动力 空气压缩机 强链：空气压缩机

福建雪人股份 氢气循环泵 补链：氢气循环泵

上海汉钟精机 氢气循环泵 补链：氢气循环泵

济南思明特 氢气循环泵 补链：氢气循环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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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能源

围绕“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导向，深刻把握国家推进新能源发展

政策机遇，发展以光伏为主导，以氢能、生物质能、风能为支撑的“1+3”

新能源产业体系。力争到 2025年，新能源产业产值达 100亿元。

‛‛光伏制造。立足打造“电池片-组件-逆变器-储能电池

-EPC”全产业链，加快嘉悦新能源、赛拉弗光伏组件项目建设，

稳步扩大产品产能。引进边框、光伏支架、汇流箱、线缆、逆变

器等环节，完善本地配套。支持光伏企业向太阳能发电运营维护、

太阳能工程施工、太阳能工程技术服务、电站 EPC、智慧能源管

理等领域延伸。鼓励重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推进全球化产

能布局和资源配置。

‛‛氢能、生物质、风电。抢抓“双碳”机遇，加快布局氢能

清洁能源，开展氢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引进氢储运、

分布式发电等环节装备制造企业。围绕氢能多元化应用，布局氢

储能、备用电源、燃料电池发电、工业领域化石能源替代等产业

领域，促进氢能与电能互补协同。推广基于秸秆组分分离技术的

生物天然气和生物含氧燃料，发展秸秆固化成型、炭化等燃料化

产业。依托六安高端装备零部件生产基础，引进风能发电装备制

造企业，发展各类发电机、风轮叶片、轴承、齿轮箱、变流器、

变压器、密封件、变桨偏航系统等。瞄准智能电网市场需求，引

进智能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高精度高性能不间断电源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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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项目，提升智能电力设备产业发展质量。

专栏 6：新能源产业

发展

方向

和重

点企

业

发展方向：做大做强电池片及异质结组件生产环节，向下游逆变器及系

统集成等环节延伸。抢抓“碳达峰”“碳中和”机遇，围绕金寨先进光伏制造重
大新兴产业试验工程，积极承接光伏制造产业转移，打造先进光伏制造基地。

重点企业：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安徽东旭康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金寨赛拉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

重点

项目

光伏等新能源重点推进项目：嘉悦新能源二期 5.0GW 高效电池片
(TOPCon)生产项目、赛拉弗 10GW光伏组件生产项目、国科新能源产业园。

电力设备重点推进项目：智能电力产业园。

创新

平台

安徽省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创新中心、恒瑞新能源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东旭康图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

新能源产业重点布局

市开发区：智能电力设备、发

电设备及零部件等

金寨县：光伏组件，太阳能发

电运营维护、智能电力设备等

金安区：氢能产业，制氢、氢
储运、加注、分布式发电等环

节装备制造等

霍山县：核电、风电装备等

图 6 六安市新能源产业布局图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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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新能源产业强链延链补链重点参考企业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范围
引进方向（强链延

链补链）

晶澳太阳能 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及太阳能电池组件
强链延链：光伏电

池片、组件等制造

隆基乐叶 单晶硅棒、硅片、电池和组件
强链延链：光伏应

用和硅片生产

福斯特

太阳能电池胶膜、共聚酰胺丝网状热熔

胶膜、太阳能电池背板等产品的研发生

产

补链：胶膜、背板

上海及智智能 智能开关设备，节能设备
补链强链：智能电

力设备

许继厦门智能电力

12-145kV电压等级的 i-Switch系列智
能化中压开关柜、环网柜，智能化中高

压断路器及智能化高压组合电器(GI、
HGIS)

补链强链：智能电

力设备

4.节能环保

围绕高效节能电机、节能环保设备、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

着力打造布局合理、特色鲜明、链条完善的节能环保产业体系。

力争 2025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达 200亿元。

‛‛节能产业。重点发展节能电机、绿色照明、节能电力电

器设备、绿色节能建筑材料等领域。推动电机企业转型升级，壮

大发展高效节能电机、变频电机、永磁电机等领域。加大 LED、

Mini-LED显示技术研发力度，发展兼具精神愉悦和健康保护功

能的智能灯具产品。支持 LED照明产品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

用，布局发展应用于动态灯光秀、水景喷泉、3D表演等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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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产品。培育发展变压器、低压配电柜、高压配电柜、

箱变及预装式变电设备等节能输配电设备领域。

‛‛环保产业。聚焦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和固废防治

等领域精准发力。做大做强废水清洁和纯净水转换设备、清污设

备、烟气脱硫脱硝设备、空气净化设备、工业除尘器等领域。推

动企业延伸产业链，布局发展上游设备材料领域，中游探索发展

智能清污机器人、固废处理等，下游做强环保工程、运维服务、

环保管家等服务领域。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做强中低品味铁矿和伴生矿综合利

用、粉煤灰提取矿物、尾矿再选、尾矿制建筑材料、脱硫石膏再利

用、炉渣循环利用、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等领域。支持企业开展废

旧电池回收拆解、废旧家电柔性拆解、废矿物油处理等技术研发储

备，提升资源循环利用企业规范化发展水平，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导

向，依规有序开展拆解和回收利用业务。支持工业固废回收企业拓

展再制造业务，培育发展装备零部件、机电产品再制造等领域。

专栏 7：节能环保产业

发展

方向

和重

点企

业

发展方向：围绕减污降碳、绿色循环目标，大力发展固废处理、污水

监测处理、降噪、节能、净化等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产业，推进资源回收利

用，延伸发展环保工程、运维服务等领域，推动生态环保产业规模化发展。

重点企业：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安徽省高迪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明天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美自然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安徽泓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再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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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项目

节能产业重点推进项目：翔安热能设备制造三期工程、伟宏年产 20万
吨装配式绿色建筑钢结构制品项目、杭萧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永

佳装配科技制造项目。

环保产业重点推进项目：国科环保年产 1000台（套）有机废气综合治
理装备、国科环保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六安东盾可饰面欧松板（OSB）项
目、平桥联合环保机动车尾气处理液和加注机项目。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重点推进项目：金日晟选云母暨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智能矿山采选自动化升级项目、冯井资源循环化利用产业园、冶金固废综

合利用项目、霍邱县吴集铁矿（南段）350万吨/年选矿能力建设工程、霍
邱县智慧矿山建设技术改造项目、中创链金 200万吨/年废钢加工项目、绿
科建筑垃圾处理及再生利用二期、英科实业二期。

创新

平台

江淮电机安徽省电机工程研究中心、安徽省铁矿绿色安全高效智能采

选工程研究中心、微特电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中擎电机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世林照明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

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布局

市开发区：节能电器、节能电

机等

裕安区：成台套环保设备、绿

色节能建筑材料等

金安区：节能电机、固废回收
和资源化利用、绿色节能建筑

材料等

霍邱县：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金属材料综合利用等

霍山县：节能电机、节能灯具

等

金寨县：环境保护及污染处理

等

图 7 六安市节能环保产业布局图

表 8 节能环保产业强链延链补链重点参考企业

领域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范围
引进方向（强链延链补

链）

电机

华微电子 功率半导体器件及 IC 补链：电机零部件

森奥达科技 各类专用电机 延链：专用电机

佳木斯电机 永磁同步电动机 强链：节能电机制造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OFD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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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雷士照明 各类商用照明产品 延链：专用照明产品

佛山照明 绿色节能照明产品 强链：节能照明

奥拓电子 LED照明 强链：节能照明

节能通用设

备、专用设备

一净净化

食品无菌车间、药厂

GMP净化车间、电子洁
净车间、化妆品净化房、

医疗器械净化车间等

强链：节能通用设备制造

凯尔重工
成套粮食烘干设备的开

发
强链：节能通用设备制造

沁园

TRULIVA

净水设备、饮水设备、水

处理设备、节能环保及新

能源设备

强链：节能通用设备制造

BWT倍世
空气净化设备、水净化设

备、环保材料
强链：节能通用设备制造

先进环保和

资源循环利

用

国祯环保

水环境综合治理、市政污

水、村镇水环境综合整治

及工业水系统综合服务

等

强链：先进环保服务

东华科技 工业废水处理 强链：先进环保服务

舜禹水务

智能供水、智能模块化污

水处理、远程监管系统领

域

强链：先进环保服务

通源环境
固废污染阻隔修复、固废

处理处置和水环境修复

业务

强链：先进环保服务

5.数字创意

以创意内容为核心，数字技术为支撑，依托六安市文化底蕴、

产业基础等，不断提升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水平。推进六安数字创意

产业基地平台建设，建成一批省内知名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创意街

区、创意小镇，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引进一批引领性、带动性强的

重大项目。到“十四五”末，六安市数字创意产业规模取得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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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贡献度明显增强。

大力推动数字创意与文化旅游、现代服务、康养、教育等产业

融合发展。发挥六安红色文化、皋陶法治文化、淠史杭精神等特色

资源优势，探索发展数字消费设备制造、新媒体服务、工业设计、

智慧文旅体育等领域。推动本土传媒企业和设计企业加快转型，培

育发展数字动漫、游戏制造及 AR 等领域。加速家居企业转型升

级步伐，大力发展智能家居、创意家居等产业。

专栏 8：数字创意产业

发展

方向

和重

点企

业

发展方向：重点推进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

产业融合发展，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引进一批引领性、带动性强的重大项

目。

重点企业（集聚区）：绿水云山大数据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星

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未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安徽皋楚研学旅游科

技有限公司、霍山仙人冲画家村创意文化服务业集聚区。

重点

项目

六安市软件园、恒茂高科电子显示器件制造项目、武狄电竞椅生产投

资项目、智能影像光电产业链项目、酷豆丁智能儿童用品生产二期项目、

冰雪奇缘文旅小镇项目、力高文心广场项目。

第四章 七大行动

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影响力为目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打造人才链，以产业链“链长制”行动为引领，以创新

提升行动为主动力，以“双招双引”行动和“三重一创”行动为重要

抓手，协同推进企业和平台提质增效，发挥信息化赋能作用，提

升两化融合和两业融合发展水平，助推六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成

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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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产业链“链长制”行动

以“链长制”为抓手，培育一批“群主”“链长”企业，推动产业

链、供应链上下游及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基

础材料和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按照市委市政

府《关于加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推动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

案》“5+1”产业链推进组人员设置，实行“一位市领导、一个牵头

部门、一个工作方案、一套支持政策”工作机制，合力推进战略

性新兴产业各领域产业链发展。针对各细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现状和特点，全面梳理供应链关键流程、关键环节，精准打通供

应链堵点、断点，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推动大中小企业、

内外贸配套协作各环节协同发展。分行业研究制定“四图两库”

（产业链图、技术路线图、应用领域图、区域分布图、企业库和

项目库），明确发展方向、重点和路径。

第二节 创新赋能行动

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推动创新链与

产业链、人才链有机衔接。结合省“五个一”创新主平台和“一室

一中心”分平台建设，引进设立更多的大院大所分支机构。积极

争取国内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来六安设立分支机构，探索市校、

校企合作共建大学分院和产业技术研究院。探索跨市“双向飞地”

建设，引入优质创新资源、产业项目在六安孵化转化。支持产业

链重点企业联合省内外高校，推进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卡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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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等，积极争创国家级、省级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

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引导有条件的开发区建

设公共检测、公共实验室等服务平台，为园区企业提供产品测试

与检测、共性技术实验等服务。鼓励龙头企业到沪苏浙、合肥等

地设立“离岸孵化器”，促进科技成果在六安市转移转化。依托安

徽工业技术创新研究院六安院等平台，搭建各类专业化创新成果

转化平台。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作用，鼓励企业创新生产工艺，推

广使用数字化生产设备，强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数字技术应用，建设数字化产线、车间。

第三节 “双招双引”行动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八大领域，聚焦精准求作为，创新方式

抓落实，大力推进“双招双引”工作。积极对接国内外 500强企业、

行业龙头企业、细分领域冠军企业、知名民企、上市公司、独角

兽企业等，主动创优条件，招引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

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强的优质项目。推动建立产业招商联盟和

招商引资智库，引入公司化、专业化招商机构；充分利用各类商

会和行业协会，主动对接参与国家、长三角地区大型展会及专业

招商活动，开展委托招商、代理招商等，提升招商活动市场化水

平。强化招商队伍专业能力，通过培训考察、理论研修、外派挂

职等手段，培养一批熟悉产业经济、掌握投资政策、了解客商投

资需求、通晓招商规律、精通项目谈判的专业化招商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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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科技领军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技能型人才招引力度，大力

吸引高校毕业生等人才在六安就业创业。按照“不求所有，但求

所用”引才思路，推行“双聘制”“巡回式”“轨道式”等柔性引才模

式，争取沪苏浙及合肥等地院士、专家到六安开展长短期研究、

“带班指导”、担任顾问。尝试在省外先发地区设立招才引智工作

站，聘请招才大使、校园引才特使等，推进“以才引才”。依托安

徽工业技术创新研究院六安院、皖西学院等平台，加强与合肥中

科大、合工大、38所等高校院所交流合作，谋划合作项目，推

动以项目引人才。聚焦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联合高

校校友会，探索打造高层次人才交流学习平台，提升人才归属感。

第四节 “三重一创”行动

按照“重大新兴产业专项—重大新兴产业工程—重大新兴产

业基地”梯次推进格局，深入推进“三重一创”建设。高质量建设

省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大健康、新能

源等领域，积极培育争创一批省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力争 2025

年，新增省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 1家以上。建强六安高端装备基

础零部件基地，重点引进一批和基础零部件产业契合度高的高端

装备及整机制造企业，带动基地上游零部件及先进材料产业发

展；依托龙头企业应流集团，引入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下游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入驻基地，鼓励基地企业收购国内外陶瓷芯制

造技术或企业，向上游材料领域延伸产业链，提升基地产业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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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推进重大新兴产业工程建设，围绕航空发动机、燃料电

池、5G通信、智能家居等领域，加强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和产业

链项目谋划引进，深化强链延链，形成集聚效应，力争 2025年，

新增省级重大新兴产业工程 2个。进一步发展壮大金寨先进光伏

制造重大试验工程，重点突破异质结电池片、高效能光伏组件等

领域，形成集电池片、组件、系统集成为一体的先进光伏制造集

聚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专项，在高端装备制造、智能网联汽车、

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快实施一批重大新兴产业专项，

突破一批关系长远发展的核心技术，加快产业化进程，培育具有

爆发式增长潜力的未来型产业，力争到 2025年，新增省级重大

新兴产业专项 3个。加快现有“三专项”（小型涡轮航空发动机及

特种装备动力应用、金安区氢能及燃料电池研发与产业化、六安

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元器件重大新兴产业专项）建设，扩大小型

涡轮航空发动机在能源、国防等领域应用；进一步降低燃料电池

成本，提升燃料电池市场化占有率；扩大优质新型元器件生产规

模，推动产品转型升级。

第五节 强企增效行动

深入实施“百亿企业培育、十亿企业成长、规模企业递次纳

规”和“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行动，力争 2025年，纳入统计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达到 400家。培育龙头企业，围绕高端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优势领域，着力打造一批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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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链主企业和十亿级核心配套企业。大力引进国内外新型显示、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头部企业在六安设立区域总部或分

公司、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壮大龙头企业规模。鼓励优质企业

通过兼并同类型中小企业、收购控股、纵向延伸产业链等方式，

壮大企业规模。实施企业上市“雁阵计划”，通过“精选雏雁”“育

强头雁”“壮大雁群”，形成“雏雁→青雁→成雁→头雁”梯次推进

的上市格局，力争 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达 6家。

扶持发展中小微企业，坚持抓大扶小并重，构建“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培育库，努力打造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冠军企业”。开展质

量提升行动，加强企业质量管理，推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积极

培育国家和省质量奖企业。完善创业孵化体系和中小企业创新服

务体系，建设一批中小企业创业园，搭建企业、政府、高等院校、

投资服务机构紧密合作的开放对接平台，推动具备领先研发能力

及协作配套能力企业成长。重点遴选一批初创型、科技型、品牌

型小微企业，建立梯次培育库，实行定制化联系帮扶，推进科技

研发、专业知识合作共享。鼓励本地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

普惠性、创新性、绿色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开发区多层工业

厂房和科技企业孵化器等配套建设，供小微企业生产、研发、设

计、经营使用。科学规范处置“僵尸企业”，为有发展潜力的优质

中小微企业腾出发展空间。

第六节 平台提升行动

深入贯彻落实《安徽省关于促进全省开发区和高新区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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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意见》《六安市关于全市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按照“三融合三为主”发展思路，完善“工业强市主阵地、高质量

发展增长源”的平台体系，力争 2025年，打造 2-3个千亿级园区，

争创更多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及省际产业合作园区。提升园区

承载能力，推行“标准地”改革，坚持“亩均论英雄”，提升工业用

地单位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完善园区“九通一平”、标准化厂房、

生活配套设施、数字平台、小微企业园、孵化器等建设，提升园

区发展能级。推进园区绿色生产，加强污染治理，加快推进集中

污水处理设施投入运营，实现污水、固废全收集、全处理。推进

园区循环化改造和绿色化建设，加强叶集化工园区安全建设，将

各级园区打造成全市绿色振兴的重要载体。推动省级及以上开发

区主动对接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抢抓省建设联动创新

区先机，享受自贸区政策辐射。提升园区运营管理水平，有序开

展编制周转池、审批权限委托授权下放改革。支持有条件的开发

区设立平台公司，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区建设，采取市场化运

作方式，把建设、招商、运营、管理和园区服务委托给平台公司，

提升园区运营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第七节 融合发展行动

以优化产业生态、扩大产业规模为中心，抢抓数字化、融合

化发展先机，提升两化融合和两业融合发展水平。推动信息化和

新型工业化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作用，推进 5G、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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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深度融合，广泛开展“智能工厂”“数字车间”等建设行动，引导企

业“上云用数赋智”，力争 2025年，建设省市级智能工厂和数字

化车间 100个以上，实施“机器换人”2500台以上。引导、支持企

业引入企业资源管理（ERP）、车间生产管理（MES）及产品生

命周期管理（PLM）等系统，提升企业生产运营信息化水平。推

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支持钢铁、水泥等领域企业发展废

弃物协同处置、资源循环利用、污水处理、热力供应等服务。鼓

励装备制造领域企业联合建设一批铸造、表面处理、热处理等基

础工艺中心。引导光伏制造企业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转型。支持新能源汽车企业探索发展氢气储运、换电池及电池

租赁等服务。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向智能化产品制造领域转

型，实现生产、销售、安装与运营一体化发展。依托电商销售渠

道，鼓励有实力的电商企业通过委托制造、品牌授权等方式，延

伸发展制造环节。推动生物医药产业跨领域融合，支持中药饮片

企业向下游流通领域、上游种植领域延伸。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统筹指导，落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责任主体，统筹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托市推进“三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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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推进相关工作，

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三重一创”建设成效评估考核和结果运用，建立优胜劣汰、

动态调整的产业管理机制，突出奖惩激励导向。加强对接沟通，

在创新资源布局、重大项目安排、公共平台建设、试点示范等方

面积极争取上级支持。

第二节 夯实要素保障

完善土地保障措施，按照“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

的原则，优化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土地利用，争取将项目纳

入重点保障范围，在用地批准时配置计划指标。严格按照亩均效

益标准，提升新建项目准入门槛。探索鼓励建设高标准厂房和工

业大厦，支持科技研发等轻设备型企业“上楼”，提升土地利用率。

探索嫁接重组模式，加速“僵尸企业”清理和“腾笼换鸟”步伐，提

升土地资源利用水平。加强资金保障，充分发挥“三重一创”、创

新驱动、中小企业发展等专项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促进重大项

目建设、新产品研发和关键技术产业化。做大政府投资基金规模，

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吸引社会基金和上级政府基金在六安设

立子基金，鼓励采取“基地+基金”方式对产业基地（集群）制定

专项支持政策。

第三节 强化政策支撑

用好用足国家、省市支持产业、企业发展政策，积极争取重



-48-

点企业、重大项目等列入省级以上相关规划和政策资金支持范

围，优化落实市级产业引导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推动

作用。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优化“三重一创”政策体系，强

化市县两级政策协同，各县区、市开发区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招

商政策力度，形成政策支持合力。研究制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三大主攻方向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发

展行动指南。围绕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载体、创业人才等方面，

完善创业培育政策，支持新业态领域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

动、建设研发中心等。完善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管理办法、吸引

高校毕业生等人才在六安就业创业的若干政策等，提高外来投资

人员、中高层次人才住房、落户、子女教育、医疗服务、职称待

遇等配套环境水平，提升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

第四节 优化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提升“四最”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审

批事项和审批环节，努力构建市县一体、部门协作、政银企社联

动的高效机制。纵深开展“四送一服”专项行动，做深做实“千名

干部进万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围绕招

商链、人才链构建服务链，全方位做好服务工作。完善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绿色”通道机制，制定项目签约至达产全生命周期服务

清单，推行一站式服务，加快项目落地、建设和投产进程。建立

重点项目服务员制度，实行重点对象、重点项目“专人专班”跟盯



-49-

机制，做到每个重点项目都有一名干部担任服务员，及时帮助解

决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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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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