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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十四五”规划的提出，使得安徽省内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十

大新兴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但面临着技术创新不足、产业链条协同不足、数据要素市场化落后等问题。

通过案例分析与异质性分析的方式得出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渗透、组织重构与价值共创的三维协同机制，

驱动安徽省新兴产业实现质量变革与效率跃升的结论。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作用规律，也为区域产业政

策制定提供了差异化的实践指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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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14th Five-Year Plan” have l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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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en major emerging industries, such as new generation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new energy automobile and biomedicine in Anhui Province. However, they are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chain synergy, 
and backward data factor marketization. Through case study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t is con-
cluded tha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es the emerging industries in Anhui Province to realize 
quality change and efficiency leap through the three-dimensional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techno-
logical penetration,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value co-creation. It reveals the role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s differentiate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policy mak-
ing, which has certain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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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为代表

的数智技术正深刻重构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催生了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

这一生产力形态突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线性增长模式，通过技术融合、要素重组与系统创新，成为驱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

级”，在此背景下，安徽省作为长三角一体化与中部崛起战略叠加的重要节点，率先布局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十大新兴产业，旨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然而，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安徽省

仍面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协同效率偏低、要素配置市场化水平有待提升等瓶颈。如何借助数智时

代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破解发展桎梏、释放产业潜能，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亟待解决的关键命题。 
本研究旨在系统解析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对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其理论意

义在于，进行构建“技术–组织–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丰富数字经济与区域产业升级的交叉研究领

域；实践层面，通过实证安徽省典型案例，为地方政府优化数智基础设施布局、完善产业创新生态、推

动跨链协同提供决策建议，同时为其他区域新兴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 

2. 研究现状 

2.1. 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 

数智技术(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y)作为新一代技术集群的统称，其本质是通过数据要素与智能

算法的深度融合重构社会生产范式。李海舰等(2021)提出数据要素从数据形态、价值形态的演进[1]；周清

明等(2025)通过 TOE 框架分析利用数字技术，获取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促进产业创新转型[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3]。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在于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通过创新生产要素的引领带动作用，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动力。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赋能机制，对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技术也对

新质生产力具有一定影响，陈劲等(2025)通过优化生产主体组合结构、生产资料配置结构、生产对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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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等三个方面，探索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创新驱动路径[4]，杨红雄等(2025)对新质生产力与数字

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实证分析，分析了促进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5]。 

2.2. 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 

对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现有学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一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内涵，

苗稳等(2024)认为挑选合适的战略转型道路，加速绿色低碳化进程，是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6]。二作用

机制研究，王谢思齐(2022)学者论证了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7]。朱小艳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探索

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8]。 

3. 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2021 年，安徽省出台《关于大力发展十大新兴产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新兴产业聚集地的意见》，

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大力发展十大新兴产业，具体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数字创意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绿色食品产业、生命健康产

业、智能家电产业、新材料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为安徽的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动

力，也提升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 
但是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发展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技术创新，安徽省在科技创新及研发投入方面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二产业链条不够完整，大量关键材料需跨省采购，从而增加物流成本。三要素配置，

要素市场化滞后导致流通壁垒过高，中科大毕业生留皖率过低。而新质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驱动力，其发展将产生多重积极效应：一方面，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效率，能够有效缓解科技创新领域的

资金约束；另一方面，借助新型劳动者素质提升、智能化劳动资料应用以及创新型劳动对象拓展等路

径，可显著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并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成为推动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 

4. 数智时代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4.1. 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的表现特点 

在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技术–组织–价值”三维深度融合的特征，共同推动生产

力的跃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以技术创新为根本驱动力。从技术维度

的三个特征来看，一是数字技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流程，形成“数

据 + 算法 + 算力”的新生产力内核，为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二是智能化升级从自动化向

智能化演进，有利于提升新兴产业的产业升级；三是颠覆性创新把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未来技术突

破传统生产力边界，为部分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方向。其次，组织维度也具有三个核心特征。一是劳动

资料，也即技术平台化组织打破传统科层结构，形成“企业–科研机构–政府”协同创新网络。二是柔

性化生产，共享工厂等模式兴起有利于劳动对象的灵活配置。三是生态化治理的方式有利于劳动者角色

的重塑，如政府角色从“管理者”转向“生态构建者”。这些措施对于促进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都有积

极作用。最后，从价值维度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一方面推动了新兴产业的经济

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促进这些新兴产业承担更多社会化责任，例如，将 ESG 评价体系纳入企业决策，

阳光电源推出“零碳工厂”标准。 
新质生产力在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的培育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三维特征的动态平衡。技术上以“芯

屏器合”为标志抢占数字技术制高点，组织上通过“双招双引”重构产业生态网络，价值上以“双碳”目

标引领绿色经济转型。未来进一步强化“技术开源化、组织无边界化、价值共享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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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质生产力赋能安徽省新兴产业的案例分析 

案例所选产业位列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前列，数智化成熟度具有代表性，能够体现省内梯度发展特征。 
案例 1：新能源汽车产业(江淮汽车–蔚来联合体)在 2022 年产量占全省新能源汽车总产能的 68%；

建成 5G 全连接工厂 4 座，自动化率达 95%。数智技术也渗透到生产环节中，数字孪生平台实现冲压工

艺仿真优化，AI 视觉检测系统提升了车身焊点合格率。面临的转型困境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技术依赖，

车规级芯片国产化过低；二是数据割裂，不同品牌充电桩数据相互操作性较低。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

以为其提供更多的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源。 
案例 2：智能家电产业(美的芜湖基地)作为全球最大空调压缩机生产基地，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设备

超 5 万台。首先，从技术维度来看，其应用了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生产线动态重构，实现了劳动资料的升

级；空调噪音 AI 检测系统替代人工质检，推动了劳动者角色的转变。从组织维度来看，基于用户用电数

据的智能节能算法(降低能耗 15%)以及家电回收逆向物流系统的应用充分体现了平台化组织和生态化治

理。但是该产业也面临着两点一技术转化率低、智能家居操作系统市占率低、模式不够创新、服务化转

型缓慢的困境。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美的等传统制造业向新质生产力跃迁。 
案例 3：合肥离子医学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 2015 年，是国内首个引进瓦里安质子治疗系统的

放疗中心，建设了全球首个“AI + 质子治疗”临床研究平台。创新上，该公司可以将数智技术融入医疗，

利用医疗影像 AI 辅助诊断系统与量子计算上的药物分子模拟缩短研发周期；在设备运营和维护上，质子

加速器数字孪生体实现故障预测减少设备停机时间，并且可以进行 5G 远程会诊。但是该公司面临着医

疗影像数据跨级共享率较低，AI 诊断结果法律效力尚不明确的转型挑战。所以，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提

升劳动者技能，优化劳动资料的方式促进该公司的数智化转型。 
为了更好地研究新质生产力赋能安徽省新兴产业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异质性分析，主要从两个方

面进行讨论，一是产业异质性，技术密集型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通过加大技术渗透、提高创

新能力、组织重构等方面赋能产业有效提高产品质量，但也出现高端人才缺口大的瓶颈、市场化滞后的

风险，劳动密集型产业(智能家电、纺织服装)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优化劳动资料等方面赋能产业提高了

物流效率和产业自动化率但旧设备处置成本过高。二是区域异质性，合肥市(技术策源地)在技术渗透与组

织重构上都有较大优势但科技成果有一部分被外省买走，芜湖市(制造转型标杆)虽然技术渗透效率不是

最高，但其在组织上具有创新性发展，通过“飞地研发”模式建立多个研发中心，但研发成果在本地转

化率过低且土地成本比合肥的土地成本还高，蚌埠市(产业承接示范区)在组织重构上有些许突破但技术

渗透面临着困境，企业数控化全省最低，玻璃新材料产业数字化远低于全省水平。 

5. 对策建议 

基于前文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机制的分析，结合安徽省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十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

状，从创新驱动、劳动者升级、劳动资料革新、劳动对象拓展四个维度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构建协同创新生态，建设智能算力网络，开发智能算力调度系统，优先保障量子计算、

智能语音等战略领域需求。并设立技术攻关基金，实施“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揭榜挂帅

机制，推动科技成果的定向转化。 
其次，培养复合型的劳动人才，一方面优化人才引进政策，为顶尖数字技术人才给予股权激励、税

收减免，另一方面，落实人才待遇保障机制，例如明确个人/企业/平台的分成比例。推行“实验室–中试

基地–产业园”接力机制，建设中科大先研院等 5 个概念验证中心，实施“科学家驻企”计划，每年选

派 200 名高校科研人员进驻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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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加速劳动资料革新，组织重构上建立“合肥研发–上海融资–苏州量产”的协同链条，价值

共创上开放科学数据平台。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采用芜湖–蚌埠“雁阵升级”模式，在技术渗透上推广

“共享工厂”，在组织重构上构建“链主企业 + 产业带 + 直播基地”新生态，在价值共创上建立用户

反馈直通机制。 
最后，拓宽劳动对象的价值空间，一方面，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试点，完成多家企业数据资产确权，

建立“数据银行”运营模式，允许企业以数据质押获得研发贷款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设立专项产业基

金，优先投资于环保高效的项目。 

基金项目 

巢湖学院 2024 年度安徽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202410380059)：“数

智”时代新质生产力赋能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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