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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柯常松

一、关于新的增长阶段

在消费需求加快升级、主导产业加速扩张的共同作用下，当前安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今年一季度，

全省经济继续在去年同期较高增长基础上加速运行，预计全年经济增长有望突破两位数。但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针对局部地区

和部分行业出现投资过热，国家明显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外部宏观环境正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安徽又

是一个欠发达省份，历来对外部发展环境依赖性较大，在关键时期更容易出现大起大落。如果说今后一段时期，在宏观调控的

作用下，全国经济增长回落到“七上八下”的适度增长区间，那么安徽经济也面临回落的压力，而且下滑幅度可能更大。同时，

从前几次经济高增长的规律来看，安徽经济增长达到高峰期的时间比全国要滞后一段时期，也就是说，目前全国出现的部分行

业过热，对安徽而言可能不仅不存在，而且还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因此，如果目前安徽也把控制投资和经济发展速度作为调

控的重点，那么安徽可能又要错失一次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对安徽来说，讨论经济过热、投资过热还为时尚早，现阶段最主

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灵活运用国家政策，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在新一轮增长平台上继续稳步前

进，防止经济出现较大回落。

二、关于投资的高增长

与前几次投资高增长有很大不同的是，本轮投资增长是在我国刚刚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所出现的，与重化工业本身投资大、

建设期长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同时，1997 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相对较冷的增长区间，从去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加速增长态势，

经济的回升带动了企业进入大规模更新设备时期，进而促进了投资快速增长。而且，本轮重化工业扩张所带动的投资高增长，

在拉动即期经济增长的同时，更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然，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全国部分

行业也存在投资过热，特别是汽车、水泥、房地产、钢铁等行业，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在大上快上，进一步加剧了煤电油运

紧张的局面。与全国相比，特别是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安徽经济发展主要还是要依赖投资的。而且，

投资不足也一直是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03 年，安徽固定资产投资率为 37.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0 个百分点；投

资规模在全国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一直在 2.5%左右，大大低于同期 GDP 和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在当前国家加大对投资调控力度的

背景下，安徽必须要未雨绸缪，积极调整投资结构，加强项目前期论证，减少重复投资和无效投资。要通过加快投资体制改革，

启动民间投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多种渠道，切实为“861”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对土地、开发区等投

资载体也要长远谋划，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

三、关于高成长的产业

根据消费升级的规律，在未来十几年内，住宅、汽车、电子通讯等产品仍是我国居民消费的主导产品，在最终需求的拉动

下，未来支撑经济发展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三大产业群。一是与汽车相关的高成长行业，主要包括：合成材料工业、轮胎制造业、

钢铁业、机床业等；二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高成长行业，主要有：钢铁业、建材业、建筑用金属制品业等；三是机械制造高成长

行业，主要包括：锅炉及动力机械制造业、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以及其他普通机械制造业。正是因为如此，

近几年全国许多地区都将这些行业作为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发展。在目前国家加大调控力度、区域竞争更加激烈的形势下，

谁能够适应并且乘势而上，谁就抢占了未来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尽管安徽目前已培育出海螺、马钢、江

淮、奇瑞等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集团，但总体在全国产业发展格局中的规模还偏小，与主导产业相配套的产业集群也尚处于

起步阶段。2003 年，安徽钢铁和成品钢材的产量分别位于全国第 11 位和 13 位，水泥产量排在全国 10 位，汽车产量位于全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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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位。实现安徽在新一轮发展中崛起的宏伟目标，必须要发挥已有的产业优势，瞄准未来市场需求潜力较大的产业，以实施“861”

行动计划为契机，乘势而上，加快培育出更多更大的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同时，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要有选择性和针对性，

不能盲目引进外资。否则，若干年以后安徽现有的产业优势将可能面临丧失，而新的市场机会又没能形成优势，导致安徽在未

来区域经济发展中将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四、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

从去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再次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高投入、高能耗的增长模式，不但造成煤电油运紧张，也制

约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后劲。实际上，从 2001 年开始，我国单位 GDP 消耗能源量就一直在逐年增加，去年每万元 GDP 消耗能源达

到 1.44 万吨。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目前正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当年投资的增加、机器设备的更新，没有全部转化为当年的 GDP；

另一方面与部分地区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利润，而不惜以高能耗为代价也有一定的关系。近年来，安徽单位 GDP 能耗量一直在

下降，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反，作为能源消耗量较大的加工制造业，在安徽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却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

低。去年，安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位于全国 5位，而同期 GDP 增长只高于云南省。如果说全国已出现粗放式增长，那么安徽就

更是如此。从去年开始，安徽煤电油运开始出现紧张，特别是煤炭、电力更是形势严峻，今年以来这种紧张局面更是有增无减。

今年一季度，安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加，尤其是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但利润背后的付出是巨大的，投资大幅度

增长，资源的大量消耗。而且，在工业高速发展过程中，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净额和产品库存已开始出现回升，

企业亏损出现反弹。从长远发展看，安徽有必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鼓励和支持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化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节

约能源，提高效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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