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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安徽省会经济圈的可行性研究

李静 姜帆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构建城市经济圈，已经成为区域

经济合作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初步探讨了建立以合肥为中心的安徽省会经济圈的可行性与未来发展路径,在此基

础上分析了在构建省会经济圈过程中要注意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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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区域经济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心城市间的竞

争，目前国内许多地区中心城市都在积极探讨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圈，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长三角洲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

环渤海城市经济圈，这体现出目前经济发展形势要求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提高产业聚集度已经

成为区域竞争的主要手段。区域竞争的日益激烈，安徽省会合肥市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挤压，在此形势下，建立以合肥为中心的

省会经济圈不但对合肥市经济是一种促进，而且对整个安徽省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安徽省会经济圈的基础和优势

地区构建经济圈，发挥区域优势就必须要有以地理区位、社会文化、经济等条件作为基础，同时经济圈的中心城市要有一

定的影响力，能够聚集地区资源，并带动地区其他城市共同发展。从空间上来看，合肥是安徽省会，北有“两淮一蚌”经济带，

南有“皖江经济带”，安徽南北这些城市已然构建起自己的经济带且合肥目前经济辐射力也确实不能达到此两经济带，因此本

研究所定义的安徽省会经济圈为合肥—六安—巢湖三个城市联合的以合肥为中心的经济圈。三个城市在地理上相接，并且从历

史人文角度上分析，合肥、六安、巢湖在历史上多次为同一行政区域内，有很大的文化共通性。从经济发展基础看，三市虽然

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在未来滨湖新区建设完成后三市的旅游合作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三市在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有很强的合作可行性，容易

形成以合肥为中心，六安、巢湖为腹地的经济圈，建立较广泛的区域合作关系，并形成安徽全省经济中心，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促进全省经济快速发展。

目前安徽省会经济圈已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合肥、六安、巢湖加上下属 12 个县，全部国土面积 34240 平方公里，占全省

的 24.56%，人口 1581.15 万，2006 年国内生产总值 1764.63 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 27.3%，人均 1434 美元，处在工业化、城

镇化加速发展时期，三市的工业行业具有一定的基础并且互补性很强，三市的基本经济指标见表 1。

为了证实合肥具有一定的区域经济辐射力和能够承担起省会经济圈的重任，本文引入经济首位度的概念来衡量合肥的影响

力。经济首位度用公式表达即：P=G1/G2，其中 G1 和 G2 分别表示第一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 GDP 值。对安徽省会经济圈 2001

年到 2006 年进行经济首位度分析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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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合肥发挥的聚集效应呈逐年增强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6 年首次突破 2.0，一般认为，单极型圈域中首

位度超过 2.0 的城市便具备比较强的聚集效应。由此本文认为，合肥作为圈域核心城市已具备辐射圈域的能力。

在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安徽省会经济圈拥有三大优势条件来推动今后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区位条件优越。省会经

济圈地处皖中，北连淮河，南至长江，西达大别山，环抱巢湖，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地域优势。省会经济圈对外、对内

交通都很便捷，312、206、105 国道纵横境内，合宁、合徐、合巢芜、合安等 6条高速公路沟通内外；铁路呈南北向分布，并且

建设中的合宁、合武高速铁路对今后拓展对外交通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航空方面，合肥骆岗机场已开通 30多条国内外航线，并

正在规划建设合肥新桥 4E 级现代化航空港。科教优势突出。省会经济圈中心城市合肥是国家四大科教基地城市，拥有中国科技

大学等高校 57 所，中科院合肥分院物质研究所等科研院所 268 个，人才总量为 59.74 万人。产业基础较好。合肥目前已形成以

汽车及工程机械、家用电器、化工及新型建材等为主的现代加工制造业，以光机电一体化和生物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巢

湖和六安的工业发展也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同时，三市已形成一定层次的产业分工，特别是在科技合作、农产品供应、劳务输

出等产业发展上有了较强的联系。在旅游产业的共同开发上，也已初具形态。

构建省会经济圈的阶段发展策略

省会经济圈的基本定位是长三角西端与南京经济圈相接的次级中心城市群，因此构建安徽省会经济圈应当以合六巢三市一

体化为突破口，以长三角西阔为契机，积极融入长三角经济圈，争取参与到上海的分工协作体系，接受长三角的扩散效应。同

时注意到与安徽省南北两大经济带的相互协作，共同促进全省经济快速发展。由于构建省会经济圈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

工程，需要制定一个较长期的发展战略，并采取切实措施分步实施。

本文提出构建省会经济圈需要采取以下阶段性发展策略 ：在 2010 年前，实现“合六巢”三市一体化。在合肥市地区生产

总值突破 2000 亿元、省会经济首位度提高到 20%的基础上，争取合六巢三市经济总量占全省份额从 2005 年的 27.3%提高到 2010

年的 32%左右。到 2015 年，合肥市的省会首位度继续提高到 23%，争取使三市的经济总量占全省份额的 38%以上。到 2020 年，

合肥首位度提高到 30%，三市的经济总量占全省份额的 50%。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准发展时机把淮南、蚌埠、滁洲等市纳入到

省会经济圈当中，这样可以进一步扩大地区合作，优化产业分工，如果六市形成新的省会经济圈，那么其经济总量在 2020 年将

很有可能突破全省份额的 50%，省会经济圈在省内外的影响力也会大大加强，最终形成长三角西端的次级经济圈核心地带，并扮

演长三角与中国中西部地区扩散交流的阵地。以上三步骤只是初步的对省会经济圈的发展展望，未来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会给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不可预知的影响，因此要根据随时变化的经济形势来调整发展战略。

构建省会经济圈应注意的问题

处理好省会经济圈与行政区划的关系。在为了促进经济区域合作，省会经济圈要打破行政分割障碍，形成共同利益，加快

一体化进程。

发挥政府在建设省会经济圈中的作用。省政府应该尽快建立针对经济圈的政策协调机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在基础设

施建设、财政转移支付、人才交流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确保省会经济圈发展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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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环境治理的同步开展。发展区域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要推行清洁生产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构建以节能、

节材、高效产业生态化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体系，实施“3R”绿色生产模式，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省会经济圈生态体系。

处理好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布局的关系。三市应统一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建成连接各县

区较高等级的高速公路网络，实现交通、通讯、水电气供给的一体化。在产业布局方面，以县区为单位，根据各地区的产业优

势、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制定产业布局发展规划，加大加快开发区建设，通过区域协调实施项目整合，使分散式项目向系统

化产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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