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 年省政府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表 

（全年）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完成情况 备注 

1 

三、扎实做好强实体稳增长工作 

17．实施稳企强企增企行动。 

（8）大力实施“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培育行动，加快省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基金募资进度，培育一批“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小

巨人”企业。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印发《进一步发挥专精特新排头兵作用 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安徽省

专精特新冠军企业遴选办法》《安徽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基金母基金直接股权投资管

理暂行办法》及有关配套制度，109户企业挂牌省专精特新板，争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61户，培育认定 2020年度专精特新企业 200户、专精特新冠军企业 100户。 

2. 启动母基金直投，建立直投项目库，完成两批共 14户企业投资，投资金额 4.15亿元。

2020年，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基金完成募资 20.35亿元、投资 18.79亿元。 

3. 建立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后备库，入库企业 80 余家。安徽合力、阳光电源、安徽万朗磁

塑获批 2020年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组织对获批单项冠军企业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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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扎实做好强实体稳增长工作 

17．实施稳企强企增企行动。 

（10）进一步加力新生市场主体培育，推进“个转企”“小升规”。 

省发展民营经济领导

小组办公室 

1. 出台《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完

成认定 2020年度省高成长型小微企业 100 户。 

2. 联合省税务局、省人社厅等单位印发《关于推动小微工业企业上规升级的通知》，完善

省成长型小微培育企业库，建立部门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指导培训，确保新

上规模的企业及时纳入统计范围。 

3. 鼓励各地对“小升规”企业进行一次性奖补。全年，全省新增注册民营企业超 30万户；

“个转企”500余户、“小升规”1200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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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扎实做好强实体稳增长工作 

19．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2）培育智能消费、定制消费等新模式，认定信息消费创新产品 100

件以上、创建信息产品体验消费中心 20个。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举办“中国信息消费馆”发展研讨会，就运营模式、场景解决方案等进行研讨并开展智

能消费、定制消费等解决方案征集。培育一批个人穿戴、社区生活、在线课堂、微公交绿

色出行平台等新型智能消费模式，3D 云打印、服饰、家居等行业企业建立在线设计、客服

体验、电子商务平台，形成动态感知、实时响应消费需求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模式。 

2. 完成信息消费节活动实施方案并上报省政府，推进首个信息消费馆建设。4 个项目获评

国家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组织我省信息消费创新产品参加世界智能大会、软博会、全

国工业 APP和信息消费大赛。评选信息消费创新产品 181件和体验中心 36个。组织消费创

新产品城市行，开展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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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提升创新能力 

21．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6）建立健全“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支持政策，推广新产

品首次示范应用。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制定发布《关于印发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发展若干政策的

通知》（皖政秘〔2020〕52号）、《关于印发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

软件评定管理暂行办法》（皖经信装备函〔2020〕236 号）、《关于印发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评定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皖经信装备函〔2020〕411号）。 

2. 发布 2020 年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评定名单，兑现“三

首”产品研制和示范应用奖补及保险补偿。对“三首”产品政策实施情况进行总结。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完成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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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3．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3）实施优势产业强链补链工程，出台《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实施意见》，编制实施产业链重点工程施工图。支持上

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制定并发布《2020 年产业

共性技术攻关目录》。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印发《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实施意见》（皖政

〔2020〕22号）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工作方案》，编制产业链升级重点工程施工图。 

2. 联合开展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固链强链研究，就我省牵头的新型显示产业链形成研

究报告。长三角一市三省经信部门签署《共同推进长三角新型显示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战略合作协议》。 

3. 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制定发布《重点领域补短板产品和关键

技术攻关指导目录（2020）》和《重点领域补短板产品和关键技术攻关任务揭榜工作方案》，

发布任务 104项，其中 76项任务成功选定 99家揭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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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3．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5）开展智能语音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试点，“中国声谷”入园企

业超千家、产值超千亿元。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对合肥智能语音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进展情况进行年度总结调度，形成《合肥智能语音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作总结》和《合肥智能语音先进制造业集群项目实施情况报告》报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合肥市指导智能语音集群参加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 

2. 召开中国声谷座谈会、部省共同推进安徽智能语音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印发推进中

国声谷建设工作要点和项目投资计划，编制服务平台指南。举办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品

创新大赛、第三届世界声博会。参加世界智能大会，开展中国声谷龙头企业招商活动。下

达两批中国声谷 636个 65253.3万元资金项目。中国声谷入园企业达 1000户，营业收入达

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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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4．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2）实施亿元以上技改项目 1000 项以上，实现技改投资增长 10%

以上。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印发《关于实施高水平技术改造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高质量推进技术改造

工作方案》，下达《安徽省 2020年工业项目投资导向计划》，实施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技术

改造项目，支持项目 75 个，补助资金 9143.5 万元。联合国开行安徽省分行共同推荐 7 个

项目，争取国开行专项优惠信贷支持，授信额度 69.6亿元。 

2. 组织开展制造强省工业强基设备补助和技术改造贷款贴息，支持项目 296项，安排资金

约 5.6亿元。 

3. 组织召开全省技术改造工作培训会。发布第二批技术改造投资导向计划。调度亿元以上

重点项目建设进展，督促各市对照年度目标，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全年累计实施亿元以上

重点技改项目 115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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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4．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3）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创建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200个，

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 6000台。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编制智能制造项目和工业机器人应用项目导向计划，推进应用项目建设。全年，培育省

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201个，累计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 6100台以上。 

2. 编制《安徽省工业互联网方案》《工业互联网政策汇编》，加大工业互联网平台宣传推广。

奖补 11 家工业互联网优选平台。完善工业和信息化部 5G+工业互联网项目库。完成第一批

安徽省工业互联网企业名录库，67 家企业入选。劲旅环境等 10 个项目获 2020 年国家级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称号；合肥美的获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工业互联网试点

示范称号。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完成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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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4．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4）创建绿色工厂 50家以上。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完善全省绿色工厂信息管理，开展绿色制造宣传和绿色工厂日常监督。推荐 28 家绿色

工厂、108 种绿色设计产品、2 个绿色园区、5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推荐 5家企业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1 家

数据中心列入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020年）公示名单。 

2. 完成创建安徽省绿色工厂 50 家。在合肥举办第九届工业节能环保 “四新”（中国环境

谷）推介会，为安徽省绿色工厂颁发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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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4．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5）持续推动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培育工业精品 100项、

创新产品 500项。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完成 2020年省新产品项目库建设工作，发布项目 2000项。 

2. 持续推动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培育工业精品 109项、创新产品 56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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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5．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1）加快发展工业设计、现代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培育认

定 20家以上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办好安徽省工业设计大赛。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召开省工业设计产业联盟工作交流会；修订《安徽省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完

善《促进安徽省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工作方案（2020-2022年）》，做好推动我省工业设计平

台建设的宣传工作。 

2. 举办工业设计创新发展培训班；认定 2020年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90家。组织企业参加 2020

年中国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 

3. 成功举办安徽省第七届工业设计大赛暨工业设计成果展。全省 321家企业参加综合赛，

征集参赛作品 717件；27家单位申办专项赛，赛事数量同比增长 19.5%，共征集作品 10034

件。 

4. 举办长三角工业设计高峰论坛，推动长三角工业设计产业创新融合和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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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5．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2）支持发展共享生产、柔性定制、网络协同、服务外包等新业态，

创建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30家。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联合 12个省直部门转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我省贯彻

落实具体措施。 

2. 赴合肥、蚌埠、芜湖、马鞍山、阜阳等市开展服务型制造发展情况调研，形成服务型制

造调研报告。研究谋划我省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政策，完成政策建议专题研究材料。 

3. 认定发布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63个和示范平台 21个。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完成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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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6．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2）实施 5G产业规划和支持政策，打造 5G 产业研发试验基地、生

产制造基地和应用示范基地，组建 5G 产业发展联盟，促进 5G 移动

互联建设和 5G+产业发展。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编制《支持 5G发展若干政策》《安徽省 5G发展规划纲要（2019—2022年）》，印发《2020

年安徽省 5G发展工作要点》《加快推进 5G 场景应用行动计划（2020-2022年）》《支持 5G 发

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及 20期《加快 5G发展》简报。 

2. 召开 5G 发展规划与政策宣传解读会、全省 5G 现场会、5G 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和 5G 项目

申报解读视频会。建成宿州汴北新区 5G产业示范园；在建安徽启迪大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基于 5G 的数字园区服务平台、芜湖四湾颐年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试点应用、荣电产业园 5G

园区；筹建马钢热电厂智慧园区。 

3. 整理宣传 5G 优秀项目征集，梳理全省首批 5G 场景应用，共十大类 100 个。开展 5G 应

用示范宣传推广和总结，完成支持 5G发展政策资金项目工作。全年，全省建成 5G基站 2941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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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6．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3）推动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 

1. 收集、整理、宣传区块链在工业中的成功应用案例。指导维天运通、安徽井通联合省内

机构研究组建省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联盟。 

2. 支持司尔特探索“区块链+云签约”的研发与运用。推动建设银行与维天运通加强区块

链合作。指导合肥市举办 2020年首届区块链产业峰会暨首届区块链创新应用大赛。 

3. 维天运通（路歌）平台区块链+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数

字化赋能服务产品及活动推荐目录（第二期）》。 

4. 推荐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1 年度 16 个物联网项目。指导获得 2019 年度工业和信息

化部物联网关键技术与平台创新类的我省 4 个项目，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并形成评估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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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6．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5）大力发展工业 APP，新增“皖企登云”企业 5000家。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联系、调研百助网络，商议建设工业 APP 合集。协助工业和信息化部举办 2020 年全国

工业 APP和信息消费大赛。开展 2020年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资金项目工作，遴选优

秀工业 APP奖补。 

2. 举办世界制造业大会“5G+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支持举办第二届安徽省制造业、合

肥助力皖企登云及数字化转型峰会等活动。 

3. 阳光电源等 3家企业入选 202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企业上云典型案例。全年累计新增“皖

企登云”企业 56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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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29．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4）支持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编制发布 2020 年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应用项目导

向计划。组织企业实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 358项，总投资 55亿元；实施智能

制造项目 340项，总投资 309亿元；实施工业机器人应用项目 144项，总投资 40亿元。 

2. 组织开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评定工作，发布 2020 年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218 项。兑

现首台套产品研制和示范应用奖补及保险补偿。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进行惠企政策宣

传，发现好的企业和产品，推荐参加 2021 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展览展示。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完成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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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29．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6）支持尾矿和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 

1. 下达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投资导向计划，不定期对企业实施情况进行调研。 

2. 完成全省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有关情况调查，全省主要工业固废粉煤灰、炉渣、磷石膏、

冶炼废渣综合利用企业分别为 59家、50家、23家、23家。 

3. 召开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暨第三方评价工作分析座谈会，总结部署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工

作，通报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进展情况，学习解读固废法。 

4. 赴六安、安庆就汽车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和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导向计划实施进行调研督

促.谋划十四五及 2021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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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深化重点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36．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1）出台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举措，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

和问题。 

省发展民营经济领导

小组办公室 

1. 成立我省贯彻意见起草专班，形成《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

施意见》初稿，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2.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和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

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对《实施意见》做出补充完善。 

3. 11月 6日，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

实施意见》（皖发〔2020〕19号）。 

4. 11 月 27 日，举行“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新闻发

布会。 

5. 开展政策宣传，推动政策落实。调度各地、省有关部门政策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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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深化重点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36．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3）继续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向国务院减负办报送清欠工作台账。 

2. 督促各市、各部门根据还款计划偿还拖欠账款。全年，全省共偿还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账款 11.6亿元，其中，无分歧欠款 7.8 亿元已全部“清零”。 

3. 截至 12 月底，省清欠办累计收到各类拖欠账款投诉问题线索 799 件。经核实，属于我

省清欠工作范围 114件，涉及账款 3.3亿元；已办结销号 112件，偿还账款 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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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深化重点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36．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6）选树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省工商联 

1. 根据省委、省政府审定的《安徽省百家优秀民营企业和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评选表彰实

施方案》，组织开展安徽省评选表彰活动。经各市推荐、省民营办审核、评选委员会审议、

公示等环节，已形成拟表彰名单。 

2. 12月 7日，上报省政府《安徽省发展民营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审定省百家优秀民营

企业和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表彰名单的请示》（皖民营办〔2020〕14号）。 

3. 12 月 24 日，省政府第 126 次常务会审议通过“双百”拟表彰名单和全省百家优秀民营

企业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表彰大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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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进更高水平开放 

38．推进大通道大平台大通关建设。 

（8）积极申办 2020世界显示产业大会。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 11月 20-21日，2020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在合肥成功举办，吸引超过 1000家企业和机构

的 2000 余名嘉宾参会，来自全球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重磅嘉宾进行演讲，20 多家

企业展示了最新技术和产品，现场签约项目 31个，总投资额超过 700亿元，在线直播观看

人次超过 500万人次。 

2. 做好 2020世界显示产业大会总结工作，形成报告并上报省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