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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中部崛起发展区域经济战略的实施，以合肥、芜湖、马鞍山、六安、宣城等为

中心区域的皖江城市带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如何解决各城市产业同构竞争加剧的矛盾

也面临挑战。文章基于国家规划和皖江城市带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数据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提升皖

江城市带经济竞争力的路径选择，探索了皖江城市带各城市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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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 2010年批复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安徽沿江城市带发展纳入国家

发展战略，包括合肥、芜湖、巢湖、马鞍山、滁州、

铜陵、安庆、宣城、池州九市，还有六安市的两个

区县分别是金安区和舒城县，整个皖江沿岸城市带

的面积占到安徽省面积的 45%，人口比例超过全省半

数，经济总量占了 66%，其中合肥、芜湖、安庆三市

经济总量均已超过千亿。2015 年，安徽省 GDP 增速

为 8.7%，其中皖江城市带的贡献率占到 68%。据统

计数据显示，2015 年示范区引进亿元以上省外投资

项目到位资金 5891.5 亿元，增长 14.3%；实际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 95.3 亿美元，增长 12.3%；皖江示范

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约 6900亿元，占安徽省

同项的 76.5%。可见皖江城市带已经成为安徽省经济

发展的核心带头区，迎接机遇的同时，皖江城市带

也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在趋势研究基础上，深入探

讨了皖江城市带经济竞争力提升面临的问题，有针

对性的为皖江城市带未来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国家级规划中的皖江城市带发展趋势 

依据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的发

展需要有内核动力的支撑，并通过该区域的扩散效

应和极化效应影响周边地区的发展。《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 12个 5年规划纲要》中，明确了我国重点

发展中部地区经济的战略，发挥皖江城市带的特色，

充分利用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区域连接的优势，将

产业优势和要素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
[1]
。 

皖江城市带地理位置靠近长三角地区，2008 年

初，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省视察，随后结合安徽省

地理区位提出泛长三角的概念，指出以上海作为领

头，将上海周边浙、苏、皖三省纳入泛长三角区。

从而构建泛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机制，实现整个区域

的产业转型升级，帮助皖江城市带发挥地理优势，

发展现代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步从粗放型向精

细化转变，从扁平块平稳过度到立体化。 

安徽省自身依据国家的发展规划也制定了相关

的政策措施，提出构建皖江沿岸现代城镇，加强皖

江两岸的跨江联动，协同发展几个具有优势的中心

城市的核心地位。依托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国际

竞争优势，加快提升中心城市地位，提升城市的各

项服务功能，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让城市运行更

加有效，引导产业、人口有序集聚，在促进皖江城

市带与长三角地区融合发展的同时保持各城市的独

有特色。皖江城市带整体融入长三角城市群发挥集

聚经济效应，推动区域竞争力提升，在要素趋利流

动的影响下，外部要素资源不断流入发达地区，在

市场效应和累积循环的机制下，优先推动核心城市

区域的转型，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周边地区转移，

实现各要素的优势配比，在核心集聚力达到一定程

度后，推动城市带核心区域不会因为基础交通条件、

环境生态的恶化以及居民住房生活问题影响城市带

整体的发展。 

二、皖江城市带经济发展现状 

（一）皖江城市带发展概况 

皖江城市带在诸多行业已经建成具有相当规模

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包括汽车、化工、冶金、装

备制造等，已经发展形成国家级的产业基地，承接

生产、出口等工作。在产业结构上，皖江城市带在

传承原有示范产业的基础上，明确了将现代农业、



 

34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 1 期 

 

装备制造、轻工业、原材料、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

业作为其支柱产业。增长极理论认为增强城市带经

济联系有利于优化推动区域竞争力的提升，皖江城

市带拥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优

势，这些基本要素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基点，

有必要在区域内各城市间加强普遍联系，使各城市

能够实现彼此之间自由高效的跨区域流动，为经济

发展提供动力，并且增强要素流动方向的灵活性和

要素使用的效率
[2]
。 

（二）皖江城市带内各城市产业重叠 

皖江城市带内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已经逐步形成

各自的优势产业，其中合肥位于安徽中部，形成以

汽车、装备制造、化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生产

加工为重点的产业；马鞍山由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

并且在近几年的创新发展战略引导下已经形成以钢

铁工业为主，重点发展绿色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产

业格局。然而与其他各城市相比较，皖江城市带 9

个城市中，有 6 个都以生产汽车及其零部件为主，

工业生产雷同度较高，且区域地理位置临近，增加

了各城市对工业生产供应原料的争夺，形成了市场

的重合，容易造成各地区为争夺市场打价格战，不

利于产业的精细化发展。因此，皖江地区虽然已经

形成汽车、化工、冶金等产业的集聚，却没有形成

综合配套优势，表现在产业规模小、缺乏高新技术

支持、特色产业不突出和集聚效应不明显等方面
[3]
。

究其原因，不少地方政府出于业绩考核的压力，追

求短期获利，而缺乏长远持续发展的意识，造成现

在这种大而不精的产业发展模式，对资源造成了极

大的浪费，因此地方的制度约束是阻碍皖江城市带

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因素之一。 

（三）皖江城市带内各城市发展不平衡 

从 GDP 表现来看，合肥、马鞍山、铜陵、芜湖

在皖江城市带中为第一梯队，其他几个地区相对落

后。据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皖江城市带第一梯

队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 15000 元以上，

其中马鞍山地区最高，而宣城、池州等地不足 10000

元；从对外经济发展方面来看，合肥、马鞍山、芜

湖在涉外投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较城市带其

他地区更有优势，表现出较强的外资运作能力，而

宣城及池州等城市则在对外投资环境方面表现出较

为明显的弱势。从工业化和城镇化来看，第一梯队

城市的工业产值占比都在 60%以上，就业比在 30%以

上，人口城镇化比例都高于其他地区，城市体系已

经逐步完善，其他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在初级

和前期建设阶段，在这个方面两级差异明显，这或

将成为阻碍整个城市带经济竞争力提升的障碍
[4]
。整

体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格局，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明显，综合优势未能得到充分

发挥
[5]
。分析其原因，皖江城市带各城市间在区域位

置、发展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等方面存在差

别并落后于长三角地区。 

三、皖江城市带经济竞争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一）鼓励企业合作竞争 

在当前产业间趋同的形势下，皖江城市经济带

各厂商若想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应当加强彼

此间的沟通，形成合作竞争的关系格局，实现企业

互助共赢的效果。其一，企业间的竞争结合能够实

现规模经济，通过加大分工合作促进产业发展的专

业化和降低成本，并实现合作伙伴间在产品研发、

生产、组装和销售等环节的优化重组，从而放大规

模效应。另外，稳定的合作和信息交流还能够降低

企业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内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企

业的组织效率。由于皖江城市带具有同种类型资源，

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寻找异质性资源来争取市场份

额，因此通过合作竞争，能够有效扩大企业的资源

边界，利用各合作方的异质性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节约相关投入，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灵活性，实现

能力和资源的协同效应，整体上优化了城市间的资

源配置
[6]
。 

（二）合理建设产业集群 

《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中提出的

构建产业集群带动和辐射相关产业发展，为各地区

产业分工创造有利条件等
[7]
。就皖江城市带优势产业

发展状况而言，其具有良好的形成产业集聚的条件，

包括产业专业和升级的需求条件，在产业转移过程

中，需要不断完善物流仓储，完善与长三角间的各

种物资的相互转移，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带来良好

机遇；还有企业战略与同业竞争之间的条件，就皖

江城市带港口建设来说，主要分布在长江沿岸，规

模不大，为了增强区域竞争活力，货物运输需求的

增加对港口的建设要求提高了，有效帮助提升城市

带综合竞争力。并且皖江城市带产业链逐渐完善，

拥有相关产业的支持，面临着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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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历史机遇和中央地方政府的双重支持，未来

经济增长和平衡发展的“倒 U 型曲线”决定了皖江

城市带未来必将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精细化发

展转变。 

（三）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 

面对皖江城市带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存在的诸多

威胁，产业集群发展有必要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

针对贸易环境的变化，需要主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发展具有独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行政壁

垒，要在试点城市间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在产业承

接转移中推进区域间的合作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另外，要注重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营造，包

括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和制度、政策、

文化市场等各方面的改进，利用好政策优势涌入泛

长三角地区，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为皖江城市

带注入资金技术支持，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打开宽

阔的市场前景。政策方面，政府应当起到主导作用，

引导各产业对外辐射搞好基地开发，从科技研发、

生产制造到市场营销、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促进跨

江沿岸城市的产业配套基础实施建设，鼓励企业建

立跨国公司融入到全球配套的生产体系中，提升经

济竞争力
[8]
。 

四、结论 

综上所述，皖江城市带经济发展既面临机遇也

面临挑战，已具备了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条件，但需

要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充分应用好这些条件，形成

产业集聚，融入泛长三角经济发展体系，将国家规

划发展战略作为经济发展的方向，从而有效提升皖

江城市带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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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Wanjiang City belt in embracing som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Hefei, Wuhu, Ma'anshan, Lu'an, 

Xuancheng as the central area, while facing all kinds of challenges of how to deal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isomorphism and competition in various cities. Based on the state plan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Wanjiang City Belt in the future, explor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ach city in Wanjiang 

City belt. 

Key words: Wanjiang city belt,economic competitiveness,approach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