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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城市带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行业选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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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国家级示范区，对其研究可以为其他地区的产业承

接提供借鉴。基于产业梯度理论，首先根据产业梯度系数确立各市的优势产业，然后根据相对产

业梯度系数，针对各市的重点建设产业给出建议。研究表明，皖江示范区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

主要集中在化工、金属冶炼、电气机械、装备制造业、纺织等行业。由于产业承接的重复性要注

意协调竞争，同时还要注意承接资源依赖型和高污染型行业时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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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设立顺应国

内外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其对承接产业转移新模式

的探索，为我国目前存在的区域发展差距扩大问题

提供经验借鉴。目前关于皖江城市带的研究有很多：

有对影响承接产业转移因素分析、承接产业转移的

SWOT 分析、区域相关性分析、产业同构的分析，有

对具体行业所做的分析，比如对装备制造业、服务

业、旅游业产业转移的分析
[1-5]

，如果针对各个市的

优势产业做出分析，对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会具

有更强的针对性。张谋贵（2010）通过产业梯度系

数和成长系数得出长三角地区向外转移的产业，然

后通过计算皖江城市带九市的产业梯度系数得出各

自的优势产业，并和它们的转出地相对应，作为跟

踪
[6]
。但是计算出的皖江城市带各市的优势产业是对

于全国而言的，相对于长三角来说不一定是优势产

业，以此作为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不是十分的准确。

因此，本文认为，根据产业梯度系数确立皖江九市

各自的优势产业，在此基础上，根据其相对长三角

的相对产业梯度系数，确定各市所需要承接的重点

产业，这样的方法更加准确，得出皖江九个市各自

的重点承接产业更加的具体和具有指导意义。 

二、实证分析 

（一）基于产业梯度系数的优势产业分析 

本文借鉴戴宏伟关于产业梯度的计算方法
[7]
，即

产业梯度系数法来得出皖江九市各自的梯度系数和

优势产业。 i 地区 j 产业的产业梯度系数：

*ij ij ijIGC LQ CPOR ， ijLQ 为该地区此产业的区位

商， ijCPOR 即相应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通常情况下，

如果某地区的某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则产业

梯度系数应该大于 1；反之，产业梯度系数小于 1。 

从表 1 的结果可以看出，皖江示范区优势产业

主要集中在矿采业、农副食品加工等资源依赖型较

高的行业、设备制造业等，其中合肥在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行业上产业梯度系数值较

高，马鞍山在黑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优势明显，

而安庆市在石化、纺织业、皮革毛皮及木材加工业

等行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二）基于相对梯度系数的重点产业分析 

皖江示范区在承接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

时不仅要结合自身的优势产业，同时也要考虑到长

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的状况，也就是说需要从转入地

和转出地两方面考虑承接哪些产业。贺曲夫使用了

相对梯度系数对两个地区的产业进行对比
[8]
，如果相

对梯度系数大于 1，说明该产业既具有外移动力，又

可以很好地被承接。本文在表 1 的基础上，使用相

对梯度系数，得出皖江地区重点承接产业转移的行

业选择。总体来看，皖江示范区承接长三角的产业

转移主要集中在化工、金属冶炼、电气机械、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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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纺织等行业。 

表 1  2010 年皖江城市带各市制造产业梯度系数 

行业 
合肥
市 

滁州
市 

马鞍
山市

巢湖
市 

芜湖
市 

宣城
市 

铜陵
市 

池州
市 

安庆
市 

长三角

农副食品加工业 0.79 2.96 1.32 3.48 0.37 2.56 0.01 0.68 1.59 0.42 

食品制造业 0.66 0.48 15.27 0.60 0.40 0.56 0.00 0.06 0.66 0.40 

饮料制造业 0.51 1.21 0.55 0.19 0.18 0.60 0.01 0.70 0.79 0.63 

烟草加工业 1.94 1.30 0.00 0.00 3.61 0.50 0.00 0.00 0.00 2.49 

纺织业 0.29 0.50 0.62 0.74 0.38 0.00 0.09 0.29 1.49 1.7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67 0.46 1.23 0.20 0.53 0.28 0.04 0.93 2.20 1.58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0.47 0.88 0.01 4.08 0.09 1.92 0.07 0.41 3.57 0.97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造业 0.19 1.46 0.26 1.19 1.05 2.01 0.07 3.43 2.56 0.88 

家具制造业 1.64 0.94 0.01 0.45 0.28 0.52 0.00 0.44 1.18 0.83 

造纸及纸质品业 0.54 0.40 30.82 0.05 0.17 0.21 0.03 0.19 1.13 1.00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1.74 0.28 0.94 0.34 0.14 0.20 0.01 1.49 1.67 0.90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80 2.34 0.71 1.08 0.51 0.95 0.00 0.21 0.04 1.93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04 0.00 0.00 0.00 0.18 0.03 0.19 0.00 6.09 1.2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05 0.79 3.69 0.29 0.28 1.38 0.80 0.92 0.48 1.77 

医药制造业 0.38 0.10 1.60 0.29 0.22 0.24 0.15 1.30 1.16 0.98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0 1.05 0.00 3.18 0.00 0.01 0.04 0.00 0.49 3.75 

橡胶制品业 2.60 0.22 0.73 0.17 0.17 4.15 0.01 0.00 0.81 0.86 

塑料制品业 2.13 1.16 0.36 0.51 2.64 3.17 0.02 0.65 4.91 1.2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86 1.21 6.07 2.22 1.81 1.25 1.45 4.67 1.55 0.63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58 0.47 67.16 0.10 2.58 0.85 0.37 0.74 0.06 1.2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4 0.07 2.25 2.00 1.58 21.32 22.47 2.10 0.32 0.93 

金属制品业 1.64 0.51 27.10 1.36 0.53 0.68 0.08 1.82 0.55 1.23 

通用设备制造业 1.55 0.50 6.09 0.56 1.40 1.00 0.06 0.54 1.10 1.32 

专用设备制造业 4.41 0.53 1.05 0.22 0.21 0.06 0.11 0.36 0.68 0.9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46 0.40 23.97 0.58 3.33 0.11 0.01 0.23 0.30 0.9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7.08 3.69 1.36 11.24 2.89 0.46 5.18 1.82 0.24 1.46 

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 0.37 0.59 0.13 0.04 0.04 0.06 0.12 0.04 0.01 1.69 

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55 2.00 0.19 0.00 3.91 0.05 0.04 2.05 0.20 2.07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74 0.03 1.84 0.36 0.12 0.34 0.01 3.22 0.85 0.96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00 0.00 17.54 0.00 0.17 0.14 15.08 0.00 1.62 1.04 

数据来源：中国 2011 年统计年鉴、皖江城市带各市 2011 年统计年鉴、上海 2011 年统计年鉴、浙江 2011 年统计年鉴、 江苏

2011 年统计年鉴 

三、结论 

通过表2可以看出九市重点承接的产业中，合

肥、滁州、马鞍山、巢湖、芜湖、铜陵、池州在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上都具有较强的优势，因而可

能形成竞争。如果没有政策性指引和协调，很可能

会出现区域内的过度竞争导致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

源浪费，使区域内企业间的关联与协作难以展开，

进而影响区域整体的优势和竞争力。 

马鞍山、铜陵、宣城在承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合肥、滁州、宣城在承接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安庆在承接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资源、能源依赖型产业和高

污染行业时应充分考虑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协

调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产业梯度分析得到的皖江示范区各市的重

点承接产业，还需要结合各市的实际情况以及《皖

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的重点行业和

区域产业布局总体思路，依照国家及安徽省的产业

政策，进一步确定符合各市实际的承接产业，促进

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立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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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皖江示范区九市重点承接的产业选择 

城市 重点承接的产业选择 

合肥市 
烟草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及器材
制造业、家具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滁州市 
烟草加工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办
公用机械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马鞍山市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
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巢湖市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皮革、毛
皮、羽毛（绒）及其制品 

芜湖市 
烟草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及器材制造业、仪器
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宣城市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橡胶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铜陵市 电气机械及及器材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池州市 
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安庆市 
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塑料制品业、专用设备制
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家具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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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dustry selection in Wanjiang urban belt in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Yangtze River Delta 

ZHAO Yan-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As a national demonstration zone, the research on Wanjiang City bel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regions to undertake indust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gradient, the paper first establishes the competitive 

industries in Wanjiang nine cities. Then due to the relative industrial gradient coefficient, the key industries of each 

city are deter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ustrial transfer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industr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etal smelting, electric machinery,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textile and other industries. Because of 

repetitive industrie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oordination of competition. At the same time, attention should 

also be pai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undertaking resources dependent and high polluting industries.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industrial gradient; gradient coeffici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