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建产业与创新资源对接融合的平台
伴随着人工智能和车联网技术的不断

进步，智能网联汽车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新能

源汽车是智能网联汽车的重要载体。此次论

坛旨在搭建产业与创新资源对接融合的平

台，促进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与创

新链协同发展。论坛特别邀请7位行业专家

进行主题演讲，就目前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

车发展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交流，现场

分享自己的见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产业链与创新

链的精准对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

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作为安徽省重要战略性

新兴产业，已经建立起聚集大众新能源、蔚来、

江淮、奇瑞、阳光电源、国轩高科等企业为代表

的全产业链体系。下一步，我省也将持续优化

产业生态，打造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本

链、人才链、政策链多链协同，构建最适宜创新

创业创造的生态系统，助力我省新能源与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智能网联汽车是自动驾驶汽车发展

的新阶段。”欧洲科学院院士金双根在主题

演讲中，对3S技术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

应用前景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智能网联汽

车=单车自动驾驶+网联式汽车融为一体的

新产品、新模式、新生态。“这需要车与车、车

与设施、车与人、车与互联网实时在线通信，

使用传感器保证自车与其他车辆、其他物体

的安全距离。利用北斗自主产品实现高精

度实时导航定位授时，行人、车辆、道路、天

气地图等信息实时交互更新等。”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穆

荣平以《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

体系与能力建设若干思考》为题目，从

全球创新发展格局历史演进、面向未

来国家创新发展政策、强化企业技术

创新系统能力等三个方面，阐述了中

国创新发展历程和企业创新使命。他

强调，创新是一个价值创造和增值循

环过程。

“通过软件的快速迭代定义汽车

的功能与性能，从而满足消费者对智

能化、场景化、个性化体验的追求。”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首席架构师李晓骏在主题演讲中

表示，软件的大量引入在传统汽车的

配置组合基础上带来了新的挑战。“分

层解耦是提升软件复用性，降低软硬

件开发复杂度的关键手段。”

百度技术委员会理事长陈尚义

更关注无人驾驶与人工智能技术方

面，他认为，对于自动驾驶而言，数据

的重要性“甚于”新型石油。自动驾驶

产业迅猛发展，数据价值释放存在多

重挑战。

此外，欧盟科学院院士孙金华从

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与防

护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仲

城作了产业链创新链双链融合模式

的分享。

7位行业专家为
安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建言献策

4月27日下午，由中科院合肥技术

创新工程院承办的“2021中国（安徽）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产业链创新

链协同发展论坛”在安徽创新馆3号馆

一楼全球路演中心举办。论坛邀请了新

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内的专家、大

咖，为我省相关产业发展把脉开方。

■ 记者 徐越蔷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4月

26日下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

研院”）举办“牢记嘱托、勇担使

命”成果集中发布暨“四院一谷”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活动。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

智能研究院、中科院合肥技术创

新工程院、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

造技术研究院以及中国声谷将

联合启动“四院一谷”战略合作。

据介绍，五年来先研院启

动建设院士等顶级科学家领衔

的工程培育类实验室27个；建

立联合实验室23家，获批文旅

部“沉浸式媒体技术重点实验

室”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3个。

累计申请各项专利210项，新孵

化企业129家，其中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54家。2019年，先研

院孵化基地成功晋级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2020年6月，安

徽省政府批准《先研院法定机构

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发展中，

先研院逐步建立了院士专家领

衔的完备人才队伍体系，累计引

进高层次人才77人。2019年，

先研院首次作为中国科大校内

招生单位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

2020级首批269名学生已正式

报到。同时，先研院还承担了中

国科大信息与智能学部1400名

研究生的入驻工作。2020年11

月，先研院相继获批安徽省自然

科研系列职称自主评审权及国

家级博士后工作站。

据了解，此次签约的五家单

位将充分利用各自在人才、技

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瞄准世

界产业创新发展趋势，加快推动

各方在平台建设、技术转移、项

目孵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互通

合作，通过“四院一谷”的建立，

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同

时，针对五方发展中缺少激励机

制的共性问题，将共同设立基

金，采用管理团队参股股权投资

管理公司的方式，探索建立项目

团队跟投机制。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4月27日下午，

长三角技术市场论坛在安徽创新馆3号馆举

行，论坛以“坚持‘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

推进技术市场建设”为主题，沪苏浙皖等长三

角三省一市专家齐聚合肥，共话长三角技术

市场，助推科技成果转化。

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存在“天然市场”，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下，技术市场

持续活跃。由上海松江，浙江嘉兴、杭州、金

华、湖州，江苏苏州，安徽宣城、芜湖、合肥9

地组成的G60科创走廊及其沿线，集聚龙头

企业845家，正打造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

示范走廊。依托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

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发展，上

海科技成果沿着G60加速

转化落地。

当天下午的论坛上，来

自上海、江苏、浙江的多为

专家分别做《强化技术经纪

人服务 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

技术交易市场持续发展模

型》《新时代科技创新要素

资源统筹与技术转移服务生态构建》等专题

报告。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副总裁陈超在

《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技术交易市场持续

发展模型》主题报告中分享了上海交易技

术市场发展。在陈超看来，应全方位布局

双循环技术交易渠道，以上海为例，一方面

基于虹桥打造国际国内技术和产业链接的

重要节点，同时，基于临港打造符合国际标

准的跨境技术贸易体系，提高技术贸易频

率、提升技术贸易质量。此外，要形成品牌

活动矩阵，扩大贸易源头，形成科、工、贸、

展一体化扩大交易源头。

齐聚科交会
共话长三角技术市场

“四院一谷”
将联合启动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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