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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安徽省近年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与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重点研究领域及合作国家

（地区）分布现状、国际科技人才交流等情况，分析安徽省在新形势下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优势、机遇

与挑战，提出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布局的思路与对策，为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工作开展提供理论支撑

和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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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国际科技合作布局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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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合肥　230091；
2. 安徽省科技交流与人才服务中心，合肥　230088）

国际科技合作已不仅是科技创新的手段和保

障措施，也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和有机组

成部分。在国家总体部署之下，北京、上海、广东、

江苏、浙江等省市高度重视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加强

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助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梳理

安徽省近年国际科技合作现状，分析优势与短板，

同时参考有关方面好的经验与做法，围绕安徽省战

略部署和科技规划，谋划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布局，

有助于提升安徽省重点领域的科技合作和产业发展

水平。

1　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现状

1.1　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实施情况

2013—2020 年度，安徽省科技厅共支持 158 个

单位的 279 个安徽省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以下简

称国合项目）（图 1 所示），承担单位主要有企

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三种主要类型，其中企业项目

数量 113 个，占比 40.50%，高校项目数量 99 个，

占 35.48%，科研院所项目数量 47 个，占 16.85%。

所属领域以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及健康领域居多，

还包含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

保等。

《安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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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新能源汽

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家电、生

命健康、绿色食品、数字创意列为优先发展的十大

新兴产业 [1]。安徽省国合项目在这十大新兴产业均

有覆盖，其中现代农业（绿色食品）领域项目较多，

与安徽省农业大省身份相符；生物医药及健康（生

命健康）领域排第二，该领域与美国的合作项目有

21 个；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家电、

数字创意领域的合作项目相对较少。

1.2　安徽省国合基地建设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安徽省拥有省级国合基地

69 家，国家级 20 家。省科技厅择优支持国家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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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国合基地，支持强度为国家级每年每家 50 万

~100 万元，省级每年每家 30 万 ~50 万元。从类型

来看，69 家省级国合基地中，示范型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分

别为 29 家、36 家和 4 家。依托单位有科技企业 34 家、

高校 21 家、研究院所 14 家。涉及领域有现代农业、

生物制药与健康、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等（图 2 所

示）。主要合作国家有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

法国、意大利等 [2]。安徽省虽与多个国家开展科技

合作，但合作没有聚焦在本省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

方面，如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

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

20 家国家级国合基地中，有国际创新园 1 家、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6 家、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3 家、

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0 家。安徽国家级国合

基地仅占全国国家级国合基地总数的 2.74%，与上

海市（33 家）、江苏省（46 家）和浙江省（42 家）相

比有一定差距 [3]。安徽省国家级国合基地拥有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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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2020 年度安徽省省级国合项目数量

　　　　　　资料来源：安徽省科技厅。

图 2　2013-2021 年度安徽省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领域情况图 

　　　资料来源：安徽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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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2021 年排第 14 名）与区域创新能力排名（2021 年

排第 8 名）有差距。

1.3　安徽省国际科技人才交流情况

安徽省开展国际科技人才交流的主要方式有

扶持高层次人才团队在皖创新创业计划、国际杰青

计划、外国专家来华、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以及

各类国际科技合作活动等。截至 2020 年底，通过

实施扶持高层次人才团队在皖创新创业计划，安徽

省共立项支持 274 个团队在本省创业。该项政策的

实施汇聚了一批高层次科技人才，来皖团队共引育

博士 1 325 人、硕士 1 764 人，高级职称 822 人，

专业领域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

新能源、生物医药与现代农业。“人才团队 + 科

技成果 + 政府参股 + 股权激励”模式被国务院列

为第二批向全国推广的“全创改”政策 [4]。2014—

2019 年，共有主要来自亚非拉地区国家的 32 名青

年学者参加国际杰青计划来安徽工作（图 3 所示），

其中 18 人前往科研院所工作，6 人前往高校工作，

8 人前往企业工作。从学科领域来看，国际杰青计

划来皖青年学者所属的学科领域包括现代农业、新

材料、生命科学、化学等。截至 2020 年，安徽省

内有关单位共举办了11届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

培训了来自埃及、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泰国、

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津巴布韦等 27 个

国家的 215 名科研人员、教授、农企负责人和政府

官员。此外，安徽省举办、承办或组织企业科研院

所参加了一系列国际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包

括安徽 - 以色列农业技术对接会、一带一路东南亚

国家农业科技（绿色水稻）专业人才研修班、中国 -

东盟技术转移大会等。这些活动促进了安徽省科技

人员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2014—2019 年，安徽省通过实施吸引人才的

政策举措，提升国际人才交流力度，汇聚了一批科

技创新和创业发展所需的人才，但高端人才仍较缺

乏。政府部门科技开放合作项目管理方面国际化人

才偏少，企业科研院所自身走出去需要的既懂语言，

又懂技术、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较少，

企业、研发人员的整体水平仍然偏低。中介机构缺

少能提供国际技术转移和技术合作服务的复合型人

才，支撑对外科技合作能力不足 [5]。

2　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优势

2.1　安徽省科技发展优势

安徽省科研平台能级较高，拥有合肥综合性国

图 3　2014—2019 年度国际杰青计划青年学者来皖情况数量

　　              资料来源：安徽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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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学城、合芜蚌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国家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和国家实验室 5 个高能级创新主平台，这些平台

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 [6]。截至 2020 年底，安徽省

共有同步辐射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

装置等国家大科学装置 7 个，共有省级以上研发

平台 3 154 家，其中国家级研发平台 210 家。

研发投入增速较快。安徽省研发投入总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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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的 163.7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883.2 亿元，

年均增速达到 18.4%, 研发投入强度从 2010 年的

1.32% 增加到 2020 年的 2.28%，年均增加 0.096%。

安徽省研发投入强度全国位次由 2010 年的第 12 位

上 升 为 2012 年 的 第 10 位，2013—2017 年 稳 居

第 9 位，2018—2019 年居全国第 11 位，2020 年

居第 10 位。企业是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主体，

2020 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已达 8 559 家，较

2013 年净增 6 541 家，居全国第 10 位；规模以上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达 43.8%，较 2013 年提高 8.6 个百分点；规模以

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加值分别比 2013 年增长

1.64 倍、1.56 倍 [7]。

2.2　安徽省科技合作优势

“十三五”时期，安徽省通过实施国际科技合

作项目、建设国合基地及开展各种科技人才交流活

动，汇聚国际科创要素，提升创新能力。推进与拉

美、非洲、东盟地区科技交流与合作，建立安徽 -

拉美科技合作联盟，加强安徽 - 非洲技术转移中心、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安徽分中心建设；加强安徽

与德国科技合作，依托骨干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共建中德国际创新园；拓展与以色列科技

交流与合作，推进皖以技术合作平台建设。培育一

批本土科技人才，也通过实施扶持高层次人才团队

在皖创新创业引进新兴产业发展亟需的海外高端人

才。安徽省还实施引智项目 1 000 余项，投入引智

经费 5 000 余万元，引进的 100 多名外国专家入选

了国家、安徽省“高层次海外人才引进计划”；获

批国家级引才引智基地 4 家，新建省级引才引智基

地 26 家，培育和建立高等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基地

2 家，设立海外引智工作站 20 家。这些科技人才

的引育为安徽省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带动新兴产业

发展、促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8]。

3　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面临的挑战

3.1　新形势下的合作机制和模式需加快构建

当前，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美国等西方国家推

行与我国科研脱钩，对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提出了新

的挑战。安徽省作为一个内陆省份，与其他沿海沿

边地区相比，开展对外合作区位优势不明显。通过

对近年来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情况的梳理和分析发

现，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还是按项目合作、基地建

设、人员交流等传统思路和模式开展，面对新形

势新需求，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顶层设计还需进

一步加强。

3.2　科技合作资源向新兴产业汇聚不够突出

与德国、东欧（含俄罗斯）、拉美、中欧的

合作被列入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对外科技合作专

项）优先支持对象，已初显成效。但总体而言，省

重点研发计划（对外科技合作专项）、省级对外科

技合作基地合作国别和领域较为分散，点多面少，

虽然基本覆盖安徽省重点发展十大新兴产业，但国

际科技合作资源围绕十大新兴产业集聚度不够高，

对其发展支撑不够突出。省内分布与各市首位产业

结合不够紧密，合作国别技术优势不够突出，如合

肥市重点发展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

等产业，但国合项目、国合基地、国际人才等资源

在这些产业集聚度低，甚至在合肥没有布局此类国

合基地。

3.3　国际科技合作平台载体建设还有差距

对标沪、苏、浙等省（市），安徽省国家级和

省级国合平台载体，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存在差

距。截至 2021 年 11 月，在沪外资研发中心 504 家，

其中由世界五百强企业设立的研发中心约占 1/3[9]；

江苏省共建有国家级国际创新合作基地 46 个，一

大批世界五百强企业在苏设立研发机构或区域性研

发总部；浙江省正在创建的国际产业合作园已有

20 余家；而跨国公司在安徽省设立研发机构近于

空白，安徽省也仅有科大讯飞、江淮汽车、奇瑞汽

车、中鼎股份等少数几家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

国际科技合作产业园仅 1 家。

3.4　高能级创新平台开放合作不够充分

安徽拥有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五个

一”创新主平台、7 个大科学装置和一批国家重点

实验室（研究中心）等高能级平台，但在融入全球

科技创新网络、吸纳全球科创资源方面，与英美日

德等国际科创中心和国内北京、上海、深圳等正在

建设的科创中心存在差距。如上海已与加拿大、英

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智利等多个国家及地区建

立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在光子、生命科学、海

洋、能源等领域建成或在建一批世界级大科学设施

集群，正在推进“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等国际

·科技合作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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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计划，浦江创新论坛、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等日渐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10]。

安徽省目前参与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分

别仅有 1 个，省内其他单位几乎没有参与，更是缺

乏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的条件和经验。

3.5　科技开放合作主体培育仍需加快

安徽省省属大型企业、规上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绝对数量较发达省市有较大差距，所涉及的行业

领域也相对较少，现代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

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方面龙头企业较

少，产业链完整度较低，国际分工参与度较低。这

些企业作为科技开放创新主体，创新能力和对外开

放合作意识很弱，对国际合作资源的利用不足 [11]。

3.6　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不足

对外科技合作对参与人员要求较高，需要从战

略层面对国际科技合作载体进行顶层设计 [12]，把

握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懂得项目管理，熟悉合作

方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包括当地语言、文化、习俗

甚至宗教信仰等。对外科技合作实体更多从技术合

作层面出发，以突破核心技术为目标，而忽略了单

位未来发展战略与技术合作、科技人文交流之间的

关系。目前安徽省这方面的战略研究和智库建设也

还没有跟上。

3.7　创新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

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进入实质阶段后，安徽省

缺少国家层面法律的约束和引导，也缺乏省层面政

策法规等制度性安排，只能选择适应外方已建立的

成熟法律体系和相关政策，导致安徽省在面临较大

规模的国际科技合作活动时缺乏行动依据，处于被

动局面 [13]。企业对国际惯例、管理理念、需求对

接不熟悉，国际技术转移工作质量不高。此外，有

些单位缺乏对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水平较高的典型案

例进行有效宣传的良好示范平台。

4　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布局建议

4.1　构建新的合作机制和模式，全方位多元化开

　　 放合作

4.1.1　构建新形势下的合作机制和模式  

安徽省应加强研判，以需求和服务为导向，梳

理、发掘资源，系统谋划完善国际合作顶层设计与

布局。深化和拓宽科技合作领域，扩大科技人文交

流。根据不同地区国家的优势科技资源和科技需求

采取不同的合作策略，有的放矢选择科技合作模式

和领域。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主要围绕安徽

省“十四五”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十大新兴产业技术

领域开展国际技术转移合作。同时加强与科技创新

有独到一面的小国合作，如与芬兰、以色列、新加

坡等以共建孵化器的方式合作，争取技术成果在安

徽省产业化，使双方均能获益。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重点推进安徽省先进适用技术、设备、产

品在这些国家的应用和布局，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的合作，赋能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互利双赢。

4.1.2　织密安徽开放创新合作网络

新形势下，我国要尽量规避美国等西方国家打

压，官方交流渠道受阻就要积极开辟民间交流渠道。

美加英澳等国政府态度不完全等同于民间态度，其

国内有关组织意志也代表不了科学家个人意志。同

时要开展全方位多元化科技开放合作，加强与德法

日等国及以色列等关键小国的科技合作，积极拓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机会。以“一

带一路”为合作平台，深化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的科技合作 [14]，充分发掘各国的科技资源和科

技需求，发挥双方优势，在现有科技合作平台基础

上扩展合作领域，充分挖掘联合研发型合作的潜力。

落实科学技术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

划，积极推动在皖企业院所参与的“中国 - 哥斯达

黎加果蔬生物育种及智能化技术‘一带一路’联合

实验室”和“中国 - 俄罗斯超导质子‘一带一路’

联合实验室”建设。

4.2　推进科技与经济融合，布局新兴产业开放创新

4.2.1　利用国际科技合作助推新兴产业发展

安徽省“十四五”规划提出开展十大新兴产业

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等十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新型显示、集成电

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智能

家电 5 个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安徽省国际

科技合作需从规划层面进行梳理，围绕“一地两体

系”，结合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发展亟需攻克的关

键核心技术，以及全省各市首位产业需求，如合肥

的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淮北的陶铝、蚌埠的硅基

材料、滁州的智能家电及池州的半导体材料等，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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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相关技术及产业存在优势的国家，如美国、日本

和德国在工业软件和精密仪器，日本和德国在超高

精密机床，英国在发动机，法国在先进核能等方面

代表世界先进水平，选定对外科技合作的优先领域，

分门别类凝练一批针对性强的重点国合项目。

4.2.2　协同沪苏浙推进重点领域开放合作

加强与上海开放平台对接，建设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安徽城市展示中心、海外高端人才招引基地。

深度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加强 G60 科创

走廊建设，设立运行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安徽

中心，鼓励安徽科研机构加入长三角科研院所科创

联盟，开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联合攻关，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更多嵌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针对重点领域、重点国别，三省一市在境

内外联合举办或互相参与综合性或专题性的国际技

术交流对接活动，多元协同发展，推进长三角国际

科技合作交流 [15]。

4.3　加强科技合作平台建设，充分利用国际科技

　　 创新资源

4.3.1　优化国际科技合作平台

充分发挥政府在国际科技合作工作中的主导

作用，结合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布局及重大科技需

求，优化安徽省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鼓励企业

科研院所联合设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明确各基地

重点领域、优先主题与关键合作国别地区，增强对

外科技合作平台建设的针对性与目的性 [16]。争取

国家在安徽省布局建设区域性国际科技合作平台。

科学技术部分别在北京、江苏、广西、云南、宁夏、

黑龙江、陕西等省市布局建设针对欧盟、中东欧、

东盟、南亚、阿拉伯、独联体及一带一路地区国家

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安徽省与拉美地区有良好科

技合作基础，可以争取布局建设针对拉美的科技合

作平台。另外，科技主管部门应加强统筹规划、宏

观引导，在国合基地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

产出上跟踪问效。国合基地依托单位要优化平台运

行管理机制，确保实现设定目标。

4.3.2　扩充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方式

结合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双招双引”与科技

创新需求，打造良好创新生态，大力吸引跨国公司

和国外机构在安徽省设立研究中心、孵化器和技术

转移中心等创新机构，联合推进高水平科学研究，

构建长期稳定的科研合作关系，为链接全球创新资

源、提升安徽省科技创新能力打下基础。同时优化

相关政策，鼓励安徽省有实力的企业到海外设立技

术研究中心和建立创新园区，就近吸纳全球高端科

技人才，学习领先的技术理念和先进的商业模式，

培养国际化视野。

4.4　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开放合作，融入全球科

　　 技创新网络

4.4.1　发挥高能级创新平台开放合作作用

围绕全球创新体系的演化，安徽省应对“五个

一”科技创新主平台科学定位、分类指导，形成有

机衔接、相互支撑的总体布局，在增强高能级平台

的集聚功能、原创功能、驱动功能、辐射功能上发

力。构建包容性的创新环境氛围，形成符合国际规

则的创新制度安排，积极融入全球科创网络，集聚

科创要素。另外要加强与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

等区域创新中心的交流合作，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

实现创新资源高效整合、创新实践互通有无、创新

成果共享。

4.4.2　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建设

通过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安

徽省科技创新优势和前沿领域，进行前瞻性和全球

性布局，推进科技资源合作共享，加速实现重大科

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提升安徽省自主创新和高端

制造水平，为安徽省建设科技强省夯实基础，也为

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此外，要进一步争取国家

资源，争取部委项目、中国科学院国际大科学计划

培育项目支持，争取在皖举办“国际大科学计划和

大科学工程管理高级研修班”等活动，为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科大讯飞和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机构

未来组织或参与脑科学领域和可控核聚变国际大科

学计划等做好高级管理人才储备。

4.5　助力科技创新主体“走出去”，推进民间国

　　 际科技合作

4.5.1　引导企业逐步成为国际科技合作主体

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科技管理部门可以通

过制度设计鼓励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如在国际

科技合作项目的安排上提供企业占比，在重大专项

的申报上，企业国际科技合作基础可以作为加分项

等，进一步发挥国际科技合作在企业利用全球科技

资源实现创新发展中的作用。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

·科技合作专题·



— 70 —

商会可以不定期邀请涉外商事法务专家、外国驻华

使领馆商务科技官员讲解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方

面所需知识与信息。大力发掘安徽省企业国际科技

合作方面典型案例，并通过国际科技合作经验交流

会或研讨会的形式，组织企业、科研院所分享对外

科技交流与合作经验和教训、拓宽思路，探索新的

路径和模式。

4.5.2　拓展民间科技合作渠道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及主

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 [17]，政府

间科技合作遭遇一些挫折和困难。安徽省应拓展民

间科技合作新渠道，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非官方

组织机构交流对话、合作培养人才、国际会议及其

他人文活动、知识扩散和技术转移、科研设施数据

信息共享等多种形式，开展民间科技交流合作，建

立思想、理念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通过人员之间

的交流合作，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思维、关系、感

情的联结，作为官方外交渠道的重要补充，形成长

期、稳定、多元化的沟通交流机制。

4.6　建设新时代人才队伍，谋深做实国际科技合

　　 作事业

4.6.1　加快国际科技合作人才队伍建设

不定期邀请经验丰富的科技外交官、国际或

区域性科技组织人士、跨国企业高管来皖交流，举

办国际科技合作事务专题培训班，对安徽省政府部

门、高校院所、企业负责国际科技合作的人员进行

培训，为从事国际科技合作的人员提供出国交流培

训机会，争取选培一批既有理工科专业背景，又掌

握一定外语技能，既熟悉我方政策，又了解国外规

则的国际科技合作通才。进一步完善国际科技合作

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激励和保障机制，建立灵活多

样的用人机制。

4.6.2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智库建设

积极打造安徽省国际科技合作人才智库，推进

“安徽省一带一路与科技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等智

库建设，围绕国际科技合作、科技人才、科技政策、

创新创业、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主题开

展政策性、前瞻性研究。建设安徽省对外科技合作

专家库系统，积极发挥其在安徽省国际合作专项规

划、项目指南发布、战略研究、决策咨询、项目评

估和绩效考核等方面的作用。

4.7　加强制度性安排，建设有利于开放合作的创

　　 新环境

4.7.1　构建包容性的创新环境 

形成符合国际规则的创新制度安排，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服务环境，加强学术诚信

和科研道德建设，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构建包

容性的创新环境氛围。加强对国外科技创新先进理

念、思想和方法的软科学研究工作。举办有国际影

响力的科技合作活动，将世界制造业大会打造成为

享誉中外的全球制造业盛会，办好在皖举办的系列

国际专业性和综合性技术对接、展览展示等交流会，

持续增强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4.7.2　探索形式多样的宣传推广

多方位深入开展宣传活动，首先要加强安徽省

国际科技合作相关计划、举措、政策等的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现有的数字媒体技术，如微信公众号、抖

音、微博等信息平台，及时向国内外有关企业、科

研院校发布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大安徽省开展国际

科技合作案例的宣传力度，鼓励各开展国际科技合

作的单位设立信息员，定期将所在单位国际科技合

作动态、典型案例、技术供需等信息提交至管理部

门，经审核后在统一平台上进行发布。采取“讲好

安徽故事”的方式，通过人物、故事、论坛活动等

更吸引人的方式，开展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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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sorting out the key research fields,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lights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programs, platforms and personnel exchanges, 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status of 
cooperative countries (regions), an analysis is conducted to figure out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Anhui 
province i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nd then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n 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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