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江城市带

2010 年 1 月 12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
划》，安徽沿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这是全
国唯一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区域发展
规划，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
措，为推进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
分工，探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新
模式，也为中部地区加速崛起点燃了助
推器。

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
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
九市，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共
59 个县（市、区），土地面积 7.6 万平方公
里，人口 3058 万人，2008 年国内生产总
值 5818 亿元，分别占全省的 54%、45%和
66%。

相关链接

“仅去年，我们就拒绝审批了35个总投资100
亿元以上的污染大、能耗高的产业转移项目。”合
肥经开区工委办公室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俞光远表
示，围绕主导产业、战略新型产业选商是经开区承
接转移的一个硬性原则。

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一字之差凸显了皖
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深层次特
点。

“‘科学承接’是对承接产业转移最基本的要
求，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程必定认为，变被动
为主动、变粗放为集约，皖江城市带正在为中西部
地区探索一条科学承接的新路。

“安徽省将积极吸纳资本、技术、人才、品
牌等产业要素，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安徽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示范区将重点振
兴装备制造业，加快提升能源原材料产业，加
速壮大轻纺产业、着力培育高技术产业、积极
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构建特色鲜明、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批“重
量级”产业转移项目相继在皖江示范区“落地
生根”。

合肥市发改委主任王厚亮介绍说，合肥市推
进皖江示范区建设首批 36个项目在合肥经开区
集中开工，总投资约213.61亿元，这些项目大多来
自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平板显
示核心零部件、电子电气、机械制造等技术含量
高、产品附加值高的领域。

“以前招来个亿元以上项目在全区就很轰
动了，今年光投资几十亿的项 目 就 有 好 几 个
了。”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但池州市贵池区发
改委主任钱哨已经明显感觉到了皖江的品牌
效应。

今年，总投资达 120 亿元的三安光电芜湖光
电产业化基地项目开工建设，这是皖江示范区
规划获批后引进的最大项目。此前，德豪润达
已经决定投资 60 亿元在芜湖建设 LED 产业园
区。芜湖市由此一举跃升为国内重要的光电产
业基地。

江南、江北产业集中区相继设立并开工建设、
众多大项目纷纷抢滩、省政府每年 10亿元的资金
支持……一年多来，皖江城市带示范区动作不
断。安徽人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皖江必将成为长
江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璀璨在未来华夏大地的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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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初夏，合肥的气温逐渐升高，然而，
比天气更热的却是国内外产业资本大鳄对
于合肥的关注和厚爱。

5月12日，深圳市总商会主席、海王集团
董事长张思民带领的广东省知名企业家考察
团在合肥考察，寻求合作商机。

5月18日，总投资约60亿元的德国大陆

马牌轮胎（合肥）有限公司开业，这是马牌轮
胎在大陆的首家工厂，也是目前安徽省最大
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5月20日，全球最大金融集团之一瑞穗
金融集团核心企业——日本瑞穗实业银行
有关负责人到合肥考察，希望协助日本汽车
及零部件企业寻找合作伙伴。

……
不仅仅是合肥。
自2010年1月，安徽首个“国字号”的规

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
设大幕开启后，国内外产业资本大佬们纷至
沓来，抢滩皖江，寻觅商机。

安徽省皖江办副主任、发改委地区处处

长殷君伯向记者展示了一份耀眼成绩单：仅
去年，示范区引进内资项目近万个，其中50
亿元以上 26 个；外资项目 208 个，其中 1000
万美元项目40个，占全省比重七成多。

大江唱皖，资本潮涌。一个充满活力与
机遇的中部崛起新板块正在八百里皖江两
岸激情孕育。

5 月 25 日上午，合肥经开区友达光
电景智电子厂区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在
为今年的投产目标争分夺秒地准备着。

友达光电是合肥市推进皖江城市带
产业转移首批 36 个开工项目之一。全
部建成后，年产值约人民币 200亿元，成
为友达在华东最大的基地。

作为全球第三大液晶面板制造商，
友达光电为何垂青合肥？用友达执行副
总彭双浪的话说，合肥紧邻长三角，交通
环境优良，合肥经开区拥有大批家电龙
头企业，布局于此，不仅在合肥为下游家
电企业配套，也可利用合肥京东方等上
游产品进而加工。

正是看中了合肥作为皖江城市带核心的
区位和产业优势，友达光电才决定落棋合肥。

“从根本上说，友达光电选择合肥是
顺应了国内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大潮。”
安徽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研究员、区域

经济研究专家程必定解释说。
“翻开地图，我们就能看到安徽与长

三角有多近。”安徽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说，在“地理”上与长三角无缝对接的皖
江城市带，正在转变为承接产业转移的
最大“地利”。

殷君伯表示，皖江地区承接长三角
转移不仅占尽地利优势，而且还具备雄
厚的产业基础。皖江城市带工业门类齐
全，已形成冶金、汽车及零部件、建材、家
电、化工等产业集群，体量大、链条长、产业
关联度高。拥有马钢、铜陵有色、奇瑞汽
车、江淮汽车、安庆石化、海螺水泥、美菱、
荣事达、海尔、三洋、格力、联合利华等一大
批全国知名的行业翘楚。民营经济不断
成长，加工制造业优势明显，现代农业潜
力巨大，旅游、物流等服务业发展迅速，
与长三角已经形成产业发展共生圈。

山水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近。皖

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区域合作一向紧密，
承接产业转移势头迅猛，规模越来越大，
领域越来越宽。有数字为证：仅在 2009
年1至9月份，安徽实际利用省外资金达
3512.6 亿元，长三角在皖投资项目共
8405 个，总投资金额 9014 亿元，其中大
多为工业项目。

“立足安徽，依托皖江，融入长三
角，联结中西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不
断探索科学发展新途径，加快建设长三
角拓展发展空间的优选区、长江经济带
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引领中部地区崛
起的重要增长极。”这是国家对皖江城市
带宏观要求。

按照要求，安徽省制定了皖江城市
带的“四大战略定位”，即合作发展的先
行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中部地区崛起
的重要增长极，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政策保障
创新机制助推皖江崛起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推进机制，出台
一套加快发展的政策文件，创新一套科学承
接 体 制 机 制 ，设 计 一 套 成 效 指 标 考 评 体 系
……在创新发展、科学承接“路线图”引导下，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正高效
有序展开。

构筑保障体系上，创新建立组织政策架
构，建立起科学有力的领导推进机制。推进
示范区建设 12 项决定、40 条优惠政策和产业
发展指导目录，构建起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
政策支持体系。“芜湖马鞍山巢湖”、“安庆池
州铜陵”江北、江南两个产业集中区管委会按
正厅级设置。安徽省发改委成立皖江办，各
市也相继成立组织机构，建立科学有效的推
进机制。

先行先试，结合实际创新规划。安徽领
导小组科学制定江北、江南两个集中区近、
中、远期发展目标及建设重点。各市结合实
际，创新思路，编制完成示范区总体规划和基
础 设 施 、产 业 发 展 、生 态 保 护 等 9 个 专 项 规
划，制定配套政策，尽快形成功能互补、覆盖
全面、层级明晰的示范区规划体系和政策体
系。

创新平台建设，提升承接水平。今年起连
续 6 年，省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10 亿元的专项
资金用于集中区建设。各市引导园区在承接中
培育主导产业，完善产业链条，加快产业集聚，
走特色化、集约化发展道路，形成分工合理、错
位发展的新格局。

创新承接模式，探索园区共建。各市敢
为 人 先 ，破 除体制机制制约，创新园区合作
共建机制，建立利益分享机制。吸引产业链
式转移，京东方六代线项目落户合肥带动上
下游 1000 亿元产业集聚。借鉴“飞地经济”
模式，合作建设“园中园”，马鞍山与上海徐汇
国家级软件基地合作共建马鞍山软件园，与
香港一 企 业 合 作 共 建 游 戏 动 漫 产 业 基 地 。
滁 州 开 发 区 与 南 京 高 新 区 合 作 共 建 宁 滁 产
业园。

八百里皖江风生水起，展现无限生机与活
力。

迎着汹涌澎湃的资本大潮，新徽商激流勇进、
挥浆弄潮，中部崛起新支点的“梦想之舟”正全速
航行。

资本大潮涌皖江
本报记者 孟斌 文 宋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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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禀赋天成 承接产业转移底气十足
鸟瞰徽州大道

芜湖在皖江城市带中举足轻重，图为夕
阳下的芜湖码头。

美丽的人居环境

和谐人居尽显合肥“生态魅力”。

◀长虹工业园的入驻，带动了合肥电
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翡翠湖畔的大学城，已有14所高校入驻，让皖江经济带熠熠生辉。

▼江淮、奇瑞等一批骨干汽车企业，令国
人对地处内陆的安徽刮目相看。

▲美的借助皖江城市带的东风强势发展。

▼皖江城市带的设立，吸引了像联合利华
这样一些世界500强企业入驻合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