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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科学技术局以科技创新推进未来产业
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宿州市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强化科技创

新支撑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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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二十大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以前沿技

术和颠覆性技术的产业化落地为主线,以企业为主体,以场景为

牵引,以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为抓手,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二、发展目标

到 2030 年，初步形成技术水平持续跃升、产业特色更加凸

显、规模效应显著增强、资源保障科学有力的未来产业生态体系。

为建设面向科技前沿的现代化新宿州提供重要支撑。

——技术水平持续跃升。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支持创新

主体牵头开展重大科技协同攻关，推动建设一批创新联合体，涌

现一批填补国内空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创新成果。

——规模效应显著增强。优化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引



— 2 —

育未来产业链高新技术企业 50 家左右，科技型中小企业 100 家

以上，未来产业创新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产业规模突破 200 亿元。

——资源保障科学有力。推动设立宿州市天使基金，引育 10

个左右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创建未来产业标杆示范场景案例 5

个以上，建设 2 个左右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全要素+多场景+优

服务”的产业生态。

三、重点领域

依托我市资源和产业优势，合理规划、精准培育和发展未来

产业，重点布局通用智能、空天信息、低碳能源、生命健康和先

进材料五大未来产业方向。

（一）通用智能

积极布局算力产业，鼓励大规模算力建设。进一步深化与省

内外高校、院所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

慧城市、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共同打造“人工智能+”应用

场景，推动通用智能产业发展壮大。

（二）空天信息

联合相关高校、院所，在培育壮大低空经济新动能、拓展城

市发展空间、赋能社会治理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支持重点企业

攻克智能飞控、自主规划与决策等关键核心技术，推进新一代无

人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等研发制造。

（三）低碳能源

重点布局氢能、新型储能等领域。氢能方面推进核心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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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关键装备研发制造，发展氢气循环泵、膜电极、双极板、高

效催化剂、质子交换膜、控制系统等技术。新型储能方面拓展电

化学储能路线，布局机械储能、电磁储能等领域,招引培育一批

重点企业，探索建设一批示范应用项目。

（四）生命健康

围绕合成生物学的关键技术领域，如基因编辑、代谢途径优

化、生物合成等，开展前沿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聚焦大豆

及其他重要农作物的遗传改良和育种技术研究，创制优质、高产、

抗逆的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微生物代谢工程与酶工程，开展生产

功能性、环保型饲料添加剂研究，提升动物健康与养殖可持续性。

围绕重点诊疗病种及相关领域疾病防治的重大需求和临床诊疗

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开展临床疾病诊疗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与应用

推广。推动前沿技术在再生医学、中药开发、功能食品等方面应

用。

（五）先进材料

加快防腐蚀涂料、生物医用材料、碳基材料等技术突破。前

瞻探索超高温耐烧蚀、高性能摩擦、结构功能一体化、隐身材料

等关键技术，推动航空航天结构轻量化产品、高效防热隔热控温

材料、摩擦功能复合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光电磁功能复合材

料等产品研发。

四、重点任务

（一）加强未来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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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围绕未来产业推出一批应用场景。围绕产业发展、城市建

管、社会民生、新型基础设施等应用领域，挖掘开放一批创新应

用场景需求，加速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和示范推广，打造一批

标杆示范场景案例。对入选市级重大应用场景典型案例的，每项

给予 20 万元奖励，每年评选不超过 10 项。

2.实施未来产业科技创新攻关行动。聚焦未来产业重点领域

和前沿领域，常态化征集未来产业科技攻关需求，以“抢占未来

产业制高点”为目标，每年组织实施一批科技攻关项目，支持企

业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常态化征集颠覆

性技术创新成果，组织实施颠覆性技术创新专项。

（二）打造未来产业创新培育平台

3.完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聚焦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依托高

校院所和企业，积极创建国家、省级创新平台，对新认定的国家

级、省级研发平台（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企业研发中心

等），分别给予 200 万元、40 万元奖励。加快宿州市重点实验室、

企业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着力构建科技创新平台体系，

不断提升我市自主创新能力。

4.组建未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依托我市资源优势，以重点

产业和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联合高

校、科研机构组建未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围绕产业技术创新的

关键问题，开展技术合作，突破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实现创新

资源的有效分工与合理衔接，支撑我市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提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96%B0%E8%B5%84%E6%BA%90/127483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96%B0%E8%B5%84%E6%BA%90/127483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A0%B8%E5%BF%83%E7%AB%9E%E4%BA%89%E5%8A%9B/36007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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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育未来产业科技创新人才

5.加强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引进力度。强化智力要素保

障，支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在宿创新创业。对获批市级高

层次科技人才团队按程序分类给予 300 万元、200 万元、100 万

元资金支持。对新获批的省级院士工作站，给予 50 万元奖励，

对新获批的市级院士（专家）创新中心、工作站，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奖励。

6.加强未来产业科技人才自主培养。围绕宿州未来产业发展

需求，鼓励高校先行设立一批面向未来的新学科、新专业。常态

化实施“科技副总”选派行动，从省内外高校院所选派一批科技

人员担任科技型企业“科技副总”，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产

业技术协作攻关、联合培养未来产业人才。

（四）推进未来产业科技成果转化

7.构建未来产业公共服务网络。积极构建概念验证中心和中

试平台，建立科技成果“边研发、边转化”的产业化和快速迭代

机制。加快推进技术转移中心、技术交易市场、科技服务机构建

设，构建开放、高效、专业的技术市场服务体系，提升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服务能力。

8.推动重大创新成果加速转化。支持省内外高校、院所在宿

建立研究院，聚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创新链与产

业链深度融合。支持市内企业购买市外先进技术成果在宿转化应

用，并按其技术合同成交并实际支付额（依据转账凭证），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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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补助，单项成果补助金额最高 50 万元。

（五）壮大未来产业科技企业队伍

9.实施初创小微企业孵化行动。聚焦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和

孵化加速器招引、建设，将未来产业作为优先孵化培育领域，提

升孵育精准度，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硬科技企业。对新

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给予 50 万元、

25 万元、15 万元奖励。

10.深入实施创新主体壮大行动。聚焦未来产业培育发展，

切实履行引育科技企业主体责任，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

型中小企业队伍，对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20 万

元奖励，对再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10 万元奖励。

（六）优化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生态

11.推动科技金融融合发展。完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鼓励

金融机构创新开发科技金融产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

业的信贷投放。鼓励种子期投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投小投

早，发挥“耐心资本”作用。鼓励相关部门加快出台促进科技信

贷专项考核、创业投资风险补偿、科技保险等促进科技与金融深

度融合的政策措施，保障未来产业发展资金的多源性。

12.营造未来产业创新创业氛围。积极打造“科创福地·人

才家乡”“科创心连心”等科技创新服务品牌，不断优化我市创

新创业生态。聚焦重大活动保障，搭建未来产业合作交流平台。

举办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宿州赛区地方赛等各类赛事，对获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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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大赛宿州赛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分别奖励 5

万元、3 万元、1 万元。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科学技术局统筹推进科技创新支撑

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工作，指导各县（区）、市管各园区开展相关

工作，充分发挥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引导项目、资

金、人才等各类资源要素向未来产业集聚。

（二）强化政策支持。根据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开展符合宿

州市特点的未来产业动态研究，制定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系列支

持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重大项目支持力度。

（三）建立跟踪机制。市科技局牵头，建立健全实施方案工

作目标、重点发展领域、重点任务的动态跟踪服务体系，聚焦我

市发展需求和优势，推进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创新平台、重点工

程，充分发挥政策的激励、支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