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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长三角 共同谋发展

——访芜湖市市长沈卫国

沈宫石 岳微

2004 年 10 月，芜湖市人民政府致函上海市合作交流工作委员会及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正式申请加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

济圈。作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安徽省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芜湖市此举出于何种考虑，欲在长三角飞速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何

种角色，芜湖市市长沈卫国自有一番考虑。

在一张打开的地图前，沈卫国市长侃侃而谈，他认为，芜湖作为长三角城市群西部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加入长三角

城市经济圈，不仅能进一步密切与圈内各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也对扩大长三角经济体的影响，促进区

域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蓄势待发

谈及芜湖的区位、历史文化及经济发展等加入长三角的有利条件，沈市长说：芜湖位于长三角西北角，全市面积 3317 平方

公里，辖三县四区，人口 224 万，其中市区面积 230 平方公里，人口 80 万。芜湖为皖南门户，有着长江溯江而上最后一个万吨

级深水良港和最大的煤炭运输港。合杭高速、沿江高速在芜湖交汇，淮南线、宁铜线、皖赣线在芜湖结点，芜湖已成为华东铁

路第二通道咽喉，华东第三大综合交通枢纽。芜湖地处吴头楚尾，自古以来就深受吴文化影响，与长三角城市人缘相亲、文化

相融，经济交往紧密。早在 1896 年，芜湖就被辟为通商口岸，与无锡、长沙、九江并称全国四大米市。到 20 世纪初，芜湖工

商各业达百余种，有五六千家，成为长江流域近代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是大上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芜湖市紧紧抓住扩大开放这条主线，积极调整经济结构，着力优化发展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九五”期间，芜湖市 GDP 年均增速为 14.4%，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6.1 个百分点。“十五”以来，GDP 增幅连续四年居安徽省首

位，在中国社科院 2003 年《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芜湖列全国第 31 位，安徽排名第一。2004 年，芜湖实现生产总值 3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2%；财政总收入 57.5 亿元，增长 34.1%；外向型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2.1 亿美元；实

现进出口总值 6.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7%。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芜湖已经形成了具有较强实力，特色比较明显的产业优势。

汽车及零部件、电子电器、新型建材三大支柱产业初具规模。奇瑞汽车异军突起，现已形成 35 万辆整车、30 万台汽车发动机的

产能。空调器、家用电器电机产能分别达到 400 万台和 1500 台。海螺集团水泥产能雄踞亚洲第一、世界第三，PVC 管材、型材

产能居全国第一。新材料、生物药业等产业迅速成长。随着响水涧抽水畜能电站等一批电源点项目的建设，芜湖将成为华东地

区重要的电力供力基地。

融入长三角

受人缘、地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芜湖与长三角城市的交往历来十分频繁，有着“小上海”之称。沈市长说：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芜湖市抓住浦东开发开放，经济迅速崛起的机遇，主动迎接辐射，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加强与长三角各城市和优势

企业的合作，呈现出经济联合加强、产业互动发展、要素流动增多的可喜局面。在思想观念上，芜湖市先后开展了四次解放思

想大讨论，找差距，谋发展，较好地清除了融入长三角的观念障碍。去年，全市又广泛开展了“更快更好地融入长三角经济圈，

加快芜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讨论，使全市上下进一步树立了加快融入的思想意识。近年来，芜湖市加强了与长三角城市

的政府、企业间的互动，通过考察学习等活动，加深了彼此间的沟通。2003 年，芜湖市与南京等长三角城市的合作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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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合作上，目前芜湖到杭州的高速公路已建成通车，芜湖到上海的车程仅为 4小时左右。芜湖到南京的高速公路正在抓紧

建设并即将通车。芜湖到太湖高速公路已列入安徽省高速公路建设规划，目前已同南京市进行了衔接。芜湖到太湖运河疏浚工

程正在积极规划实施，芜湖港已成为上海港集装箱运输重要的配送港。在产业合作上，长三角的万向集团、新潮实业、富春印

染、杭萧钢构等一批知名企业已在芜湖投资兴业，实现了快速扩张，提升了芜湖的经济竞争力。在芜湖招商引资内资项目中，

长三角地区的投资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同时，芜湖的海螺集团等企业也在上海等许多长三角城市参与资产重组，投资兴建项目。

在商贸合作上，近年来，南京新百，江苏苏果、苏宁电器、上海联华等大型商业企业均在芜湖设立了连锁商业，取得了良好的

业绩，提升了芜湖的商业业态层次，加速芜湖与长三角地区的商贸对接。在人才合作上，芜湖积极营造一流的创业氛围和发展

环境，吸引了大批长三角城市的高级专业人才和大专院校毕业生来芜发展，有效地解决了芜湖长期以来高级技术人员不足的问

题。同时，芜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产业，为长三角城市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进一步融入的构想

对芜湖进一步融入长三角有何设想、有何作为的问题，沈市长说，芜湖东进长三角，将按照“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原

则，努力消除地区间行政壁垒，加速融入整个长三角的产业分工体系，推动芜湖与长三角城市的经贸合作朝着多层次、多渠道、

多领域、全方位的方向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对芜湖而言，一是要加快机制接轨，营造一流的发展环境。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努力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为各类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认真学习借鉴长三角城市在企业改革、招商引资、对外经贸

方面的经验，努力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的政策体系，为城际企业间交流与合作创造无障碍的良好环境。二是加快

基础设施接轨，构建一体化交通体系。芜湖将根据区域发展趋势，高起点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加快推进一批高速公路，运

河、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实现与长三角地区的地理与交通对接，促进区域内生产的快速流动。三是加快产业接轨，推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充分发挥芜湖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能源产业，为长三角地区加快发展提供充足的能源保证。继续发展汽车及零

部件、电子电器、新型建材三大支柱产业和配套产业，建立与长三角兄弟城市错位竞争、相互促进的工业产业结构。扶持现代

农业加快发展，将芜湖建成长三角地区稳定的优质农产品生产与供应基地。同时将深化商贸旅游、产权交易等方面的专题协作，

积极为各类企业合作搭建平台。四是加快市场接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消除由于行政干预和歧视政策造成的不公平

竞争，打破地区壁垒和保护主义，构建规范、开放的区域统一市场。加快现代物流业整合步伐，吸引长三角地区优势物流企业

入驻芜湖，建设覆盖都市圈城市的现代物流体系。加强信息网络平台建设，与长三角城市共建一体化的商情信息、企业信息、

金融信息、产权交易信息网络。五是加强资源开发和共享。充分发挥综合效益，鼓励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发挥优势，加强相互

间的合作交流。鼓励科研人员相互交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强教育合作，通过联合办学、委托培养等形式，实现优质教育

资源的共享。加强城市间劳务合作。扩大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加强生态环境建

设和保护，共同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长江防护林等项目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刘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