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合肥市“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目录

一、重点课题 4个（重点课题经费 12万/个）

1.“十四五”时期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及趋势、发展

目标、基本思路研究

研究重点：（1）研究“十四五”期间国内外发展环境、经

济走势和政策取向，结合合肥在全国及长三角发展格局中的

定位、功能和作用，深入分析合肥发展的优势和短板、机遇

和挑战。（2）多角度分析梳理“十四五”合肥经济社会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及主要矛盾变化，研究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的具体内涵。（3）对标长三角城市及同等级省会城市战略

发展规划，分析提出“十四五”合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4）研究提出“十四五”时期合肥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举措。

2.“十四五”时期合肥市推动引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研究

研究重点：（1）评估近年来合肥内陆开放新高地建设

成效。（2）分析合肥在长三角地区的比较优势和不足，研

究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给合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3）对标国内先进城市，分析提出合肥对外开放存在的短



板和不足。（4）研究提出合肥推动引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思路和重点举措。（5）研究提出引领

合肥都市圈发展的思路目标和重点举措。（6）研究提出合

肥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目标、思路和重点举措。

3.“十四五”时期发挥“四个一”主平台创新动能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路径举措研究

研究重点：（1）对标国内重点创新城市，评估创新之

都建设成效和现实基础。（2）分析研究新形势下国内外科

技竞争和合作趋势，对标国内先进城市建设经验，研究提出

并测算“十四五”期末合肥创新之都建设的主要评价指标和定

性目标。（3）分析研究“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内涵和关系，聚

焦发挥主平台动能，围绕加强科技协同创新、打通科学技术

和产业间的堵点、优化学科布局、强化科技人才支撑、提升

创新浓度等问题，提出合肥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

的目标和战略举措。

4.“十四五”时期合肥市传统优势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质量发展及布局研究

研究重点：（1）分析合肥传统优势产业及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现状、趋势和突出瓶颈。（2）研究国内外制造业

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分析其对合肥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3）提出“十四五”时期传统优

势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思路、重



点领域和关键举措。（4）提出重点领域的发展目标、应突

破的主要瓶颈和推进举措。（5）结合“十四五”产业发展趋势

及合肥城市功能布局，提出传统优势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布局和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

二、专项课题 11个（专项课题经费 9万/个）

5.“十四五”时期依托合肥滨湖科学城加快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成果转化，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研

究

研究重点：（1）全面梳理合肥创新和产业资源，研究

合肥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基本情况，分析创新成果转化

的瓶颈和重点难点。（2）分析合肥滨湖科学城推动创新链

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优势。（3）研究提出合肥“十四五”时期

合肥滨湖科学城加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果转化，推

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实施路径。

6.“十四五”时期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比较研究

研究重点：（1）分析合肥服务业主要行业的发展现状

和趋势。（2）与长三角中心及副中心城市开展比较研究，

分析先进城市发展经验和趋势特点，分析合肥的差距和短

板。（3）梳理制约合肥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存在的主要障碍

和问题。（4）提出“十四五”合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目标、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5）紧扣扩大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

量、创建服务品牌、优化服务环境等环节，提出进一步扩大



服务业开放、强化政策支撑的具体方向、推进举措。

7.“十四五”时期合肥市具备成长潜力的未来产业和新经

济培育发展研究

研究重点：（1）分析国际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格局、新

趋势。（2）对我市相关产业的综合竞争力进行横向比较，

梳理有望培育成竞争优势、具备较强发展潜力的未来产业图

谱。（3）分析制约我市未来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提出促

进潜力产业发展和合理布局的建议。（4）针对合肥培育新

经济提出战略思路和对策建议。

8.“十四五”时期提升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功能，

建设现代化都市区研究

研究重点：（1）分析国内外先进城市建设经验及趋势，

提出合肥可借鉴的经验措施。（2）对标长三角城市群中心

和副中心城市，评估合肥城市能级和城市功能发展水平，分

析差距短板。（3）围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综合交通

枢纽地位、加快高铁、城际、市郊铁路、地下轨道“四网融合”、

建设“智慧合肥”、提高市政设施现代化水平、加强城市精细

化管理等内容，提出思路目标、建设重点和具体措施。（4）

研究提出推进城区转型升级，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

路目标和对策建议。

9.“十四五”时期合肥市改善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研究

研究重点：（1）评估合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成效。（2）综合分析研判合肥改善提升生态环境面临的

重大瓶颈问题及主要原因。（3）研究提出“十四五”合肥改善

提升生态环境（包括水、大气和土壤环境、废弃物和生态建

设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和实施路径。（4）研究

提出结合新技术手段、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社会治理手段，

强化源头防控、提高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成效、提升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推动绿色低碳生产生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0.“十四五”时期合肥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四最”

营商环境目标、思路和重点举措研究

研究重点：（1）评估合肥重点领域改革推进情况。（2）

对标国内先进城市，结合市场主体诉求，研究梳理合肥营商

环境建设面临的瓶颈问题。（3）研究提出“十四五”时期合肥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目标、思路和重点举措。（4）研究提出“十

四五”时期合肥打造“四最”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目

标、思路和举措。

11.“十四五”时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更高质量幸福

城市的思路举措研究

研究重点：（1）梳理总结合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2）对标国内先进城市，对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分析合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短板不足。（3）聚焦教育现

代化、提供优质医疗卫生、提高就业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等重点领域提出“十四五”时期合肥建设高质量幸福城市的



目标、思路和重点举措。

12.“十四五”时期完善合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机制的目

标、思路和重点举措研究

研究重点：（1）总结合肥城市社会治理现状，梳理国

内外其他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成功做法，提供可供合肥借鉴

的经验和需汲取的教训。（2）对标建设符合特大城市特点

和规律的社会治理体系，研究提出“十四五”期间合肥社会治

理的目标、总体思路和重大举措。（3）研究提出加快“法治

合肥”“信用合肥”建设的目标、思路和重点举措。（4）研究

提出社区治理和基层自治创新机制，调动各方力量建设社会

治理共同体的对策举措。（5）研究提出加强社会组织的引

导和培育，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增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的内在动力和能力的对策举措。（6）研究提出健全公共安

全体系的对策举措。

13.“十四五”时期合肥市特大城市人口发展和人才培育

研究

研究重点：（1）研究全国和本市人口发展的历程和现

状，分析研判“十四五”时期合肥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2）

研究合肥城市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分析研判“十四五”时期合

肥城市增长规模。（3）从人口、产业、城市规模等多角度

分析评价全市充分就业思路及主要政策措施。（4）对标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和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



心的需求，围绕优化人才发展的综合环境，研究提出“十四五”

合肥吸引集聚各类人才、优化人才结构的思路和举措。

14.“十四五”时期“文化合肥”建设的目标、思路和重点举

措研究

研究重点：（1）梳理总结合肥城市文化发展现状，对

重点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影响力进行评估。（2）分析文化

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短板。（3）提出“十

四五”期间打造合肥文化地标，提升文化影响力，发展文化产

业的建设目标、发展思路和重点举措。

15.“十四五”时期合肥城市发展要素支撑和能源安全保

障研究

研究重点：（1）评估当前合肥城市发展要素和能源供

给现状，分析问题和短板。（2）结合“十四五”时期合肥人口

和产业发展趋势规模，研究分析土地、水、金融、人才等发

展要素和能源需求。（3）研究提出合肥加强发展要素支撑

和能源安全保障的目标、思路和重点举措。

说明：研究内容不限于上述所列要点，具体可由课题承担单位与

市发展改革委协商适当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