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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经济现状分析与崛起的路径选择

刘红兵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安徽在中部地区的经济塌陷会一直困扰着安徽乃至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安徽经济崛起面临着观念

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但安徽经济崛起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必须夯实

基础，艰苦奋斗。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省情，强化优势，工业强省。准确把握产业发展定位，不断推进经

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解放思想，聚集才智，在加快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创造相对优势，实现超

长发展。

【关键词】：安徽经济，经济崛起，后发优势

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盛赞安徽“阔水深流，俊彩星驰”，这是由衷的赞叹！众所周知，安徽省是清朝康熙六年即 1667 年成

立的一个省，以安庆、徽州两府首字命名。1952 年 8 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合肥不错，居皖之中”，毛泽东从战略的角

度考虑，遂把省会定于一个有着五万之众的小县城。在这片 13.9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江蜿蜒东去，淮河奔流到海，把安

徽全省切割为淮北、江淮、江南三大区域。淮北是广袤无垠的平原，江淮是起伏绵延的丘陵，江南是郁郁葱葱的山区，星罗棋

布的河湖港汊镶嵌其间。

安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有冠为天下第一的黄山，有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有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西递、

宏村，更有出过两代国家领导人的文房四宝之乡——江南诗画之地的宣城。明清之际，徽商称雄中国商界六百年，当时就有“无

徽不成镇”一说。“安徽人左右了中国的发展”的观点是十分中肯的，安徽人在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深深影响着

中国历史的进程。安徽的旅游资源在国内排名是前几位。安徽矿藏资源也很丰富，安徽煤炭的蕴藏量占到华东地区二分之一，

“晋煤保全国，皖煤保华东”。马鞍山的钢铁、铜陵的有色金属储量之丰、品位之好，在全国早已名声鹊起。

然而，与相对发达的省份相比，安徽在现代化发展的搏弈和经济的赛跑中滞后了。

一、安徽经济发展的现状

（一）与周边省份的差距及原因

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安徽一直面临着政府财力不足、百姓生活不富的尴尬局面。1995 年安徽人均 GDP 比全国低 30.8%，相

差 1497 元；到 2000 年，安徽人均 GDP 较全国低 31.2%，差距扩大到 2211 元，而到了 2002 年，安徽省人均 GDP 与全国平均水平

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 2367 元。2008 年，全国人均 GDP 为 22640 元，而安徽人均 GDP 只有 14249 元。30 年前，在第一轮农村改

革中，首创了“大包干”责任制的安徽，为什么近些年经济发展脚步却落在了全国的后面？

安徽曾经是华东六省一市的成员，安徽人的华东情结根深蒂固，有与江浙比、向江浙看齐的习惯。但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苏浙皖三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 GDP 早已不在一个水平上，与经济大省相比，安徽未能比肩而进，而只能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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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明：2008 年江苏省国民生产总值是安徽省的 2.78 倍，人均 GDP 是安徽省的 2.31 倍；浙江省国民生产总值是安徽省

的 1.98 倍，人均 GDP 是安徽省的 2.5 倍。安徽省能源资源比江浙两省多，但安徽跟江苏、浙江的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差距竟如

此之大！

通过下面事例，可以感受到安徽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安徽茶叶量大、品种也多，多年来都是常规生产。邻近的江苏收

进安徽的茶叶，进行深加工和包装，价钱就翻番。江苏的茶园还盖上一层黑幕，这样采摘期可以提前 20 天，不但卖了俏市，还

把市场给占下了。皖北的板栗外销只能卖到 3000—4000 元／吨，徐州的板栗外销却能卖到 8000 美元／吨，仅仅因为是品种和

质量不同，结果相差如此之大。这说明，安徽的经济实力还落后，经营管理的理念、营销方式、手段、渠道等都存在许多问题。

安徽被划入中部地区后，经济发展状况也未能令人乐观，各项经济指标在中部六省的排名也是居中的多，居前的少。尤其

在人均 GDP 一项，安徽的排名位列六省之末。问题已不是颜面和阔气之争，而是让人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安徽襟江近海，资

源丰富，人民勤劳，为什么有着良好的先天与后天条件，严峻的现实却让安徽人难开笑颜呢？

2008 年度，在中部六省内部，安徽省 GPD 的总量 8874 亿元，排名第四（见表 2）。这一数字警示我们：近年来，安徽省在

中部地区发展落后的整体态势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安徽经济如果再继续徘徊乃至下滑，经济塌陷肯定会困扰着安徽各项事业

的发展，甚至影响到中部地区和全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究其原因，很多人将之归咎于安徽省游离于中央政策之外，被边缘化了。持这一类观点的武汉大学教授伍新木把包括安徽

在内的“中部塌陷”的原因归结为：（1）中部开放滞后，从而失去了发展先机；（2）国家对中部缺乏倾斜政策，中部成为“政

策洼地”；（3）中部省份财政收入和上缴基数高，导致财力窘迫；（4）根本的问题是发展不够，而发展不够又是因为抢抓机

遇不够，狠抓落实不够，根本原因是解放思想不够；（5）“四不够”的原因在于不会用人；（6）缺乏江浙人的创业精神。笔

者认为以上几点原因在安徽都可以找到现实的例证，可以说，就是安徽经济塌陷的主要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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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一个地方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具备若干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要给政策，就是说要给地方实行改革开放的

优惠政策。因为我们的行政体制是垂直管理，政策是中央制定的，地方上必须要执行。中央对各个大的地区要基本上一碗水端

平，不能太厚此薄彼。如果这个条件达不到，地方经济的确展就不会均衡。邓小平同志生前曾说，浦东开发晚了，是他的责任，

后来才有了浦东的开发开放，现在的浦东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与此对照的是，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我

国历史最短、发展最快的国际性大都市，但风头和锐气已没有前些年强劲了。

安徽经济发展“锅底”的处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有它历史的原因。有材料表明，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国宏观

战略布局来看，安徽省误了三趟车。一趟车是误在五六十年代，没有轮到中国投资建设的重点。二趟车是误在八十年代初，没

有轮到对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投资倾斜。第三趟车是误在九十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中国相继启动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

工业基地，安徽省再一次的被排斥在中央宏观政策之外。”安徽省在中央的战略安排上仅仅是东部地区的农产品、能源原材料

等基础产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基地。

（二）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除了中央宏观政策的屡次擦肩而过，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给安徽省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仅长江、淮河的洪水祸害

一项就让安徽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1 年淮河大水，直接经济损失为 275 亿元。一下子冲掉了安徽省五年的财政收入。2003

年淮河流域大水，安徽省直接经济损失在 147 亿以上。原因是安徽省的经济条件差，地理条件好，用安徽省来泻洪是损失最小

的一种选择，下游的江苏、山东等富庶地区得以保存。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为支持城市发展，从广大农村向城市调集财力、物资的“剪刀差”，使中国农民对工业和城市的

贡献超过 6000 亿。历来是农业大省的安徽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建国后，安徽由于没有按照经济建设规律去进一步打造原有

经济基础较好的芜湖、安庆两市，而是选择了淮南、淮北两个资源型的城市，导致安徽经济发展滞后。工业与农业两方面的缺

失让安徽省在发展的过程中步履维艰，在全国的排名也越来越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20世纪 90 年代中央提出了开发浦东战略，安徽为呼应浦东战略，决定开发皖江，着眼点就放在芜湖。然而政策施行不久，

远离长江的合肥提出了要呼应浦东，远在徽州的黄山也提出了要加入。“开发皖江”就变成了“两点一线”。没过多久皖北的

阜阳又提出了要加入，这样“两点一线”就变成了“三点一线”。虽然皖南、皖中、皖北都提到了，结果谁都没有发展起来。

时机就在一次次的摇摆不定中丧失，与东部的距离越拉越大，空有良好的区位和巨大的资源优势。

我国现代化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事实上，安徽落后实质上仍然是干部问题，或者说要在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使

用上找原因。有人曾形容过去安徽的官员是“讲农业讲半天，讲工业一支烟，讲金融不着边”，如此下去，安徽的经济不落后

才怪呢。

总之，笔者认为国家地区发展战略变动以及自然灾害是构成安徽省至今落后的主要原因。安徽的干群思想解放不彻底，落

后于时代的发展，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思路摇摆，也是不能忽视的原因。而用人不当也增大了安徽崛起的阻力。

二、安徽经济崛起的机遇与问题

（二）安徽经济崛起的机遇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的新格局”以及“国家要从政策、资金、重大建设布局等方面给予支持”，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为中部地区加快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希望。安徽省委、省政府及时提出了“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崛起”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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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时代要求。安徽经济的落后，使得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因受到经济因素制约跟不上时代的需要。只有通

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安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2.安徽崛起是中部崛起的必然要求。安徽作为中部六省中的重要一员，“中部崛起”安徽不可或缺，没有安徽，中部崛起

就失之完美。安徽崛起也是实现“东中西互动”的内在要求。长江经济带是华夏巨龙，安徽承东启西，联通南北，因此安徽崛

起是华夏巨龙腾飞的必要条件。

（二）崛起中的困难与问题

1.寻求发展与观念落后的矛盾。落后观念表现在，安徽地方各级领导以及相当一部分群众还存在着把地区经济的发展建立

在“等、靠、要”上，过分依赖于上级的支持，寄希望于上级给资金、给项目、给政策；另一方面，在寻求发展道路、发展方

式上，跟风攀比现象较严重，缺乏立足当地社会经济现实，走具有当地特色的发展道路；此外，创业意识不强，有小富即安思

想。

2.加快发展与经济基础薄弱的矛盾。安徽省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济总量偏小，在全国的比重也较小。同时，城镇化水

平低，工农业产品层次低，市场化程度低，外向型经济比率低，行政管理及经营管理水平低，经济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现象

比较突出，加快发展的基础不够牢固。

3.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而由于技术、资金等因素的限制，又难以彻

底根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巢湖、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尚未有穷期，

城市污染问题也相当普遍。

此外，现代生产方式与劳动力就业的矛盾，人才需求与人才流失的矛盾，重点突破与政策连续性的矛盾都比较突出。还有

“三农”问题，外来投资少、规模小，资金短缺，缺少大型骨干企业、农业产业化尚未形成、劳动力素质总体不高等，无疑会

影响安徽加快崛起。

三、实现安徽经济崛起的路径选择

（一）打牢基础，发挥所长，强化优势

安徽崛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安徽资源丰富，生产成本较低，交通十分便利，腹地市场广阔，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同

长三角梯度差异明显，互补性较强，是长三角产业转移最为有利的承接地。独特的区位地缘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及紧密

的经济社会联系，使得安徽容易实现与长三角的无缝接轨。”在交通方面，安徽的高速公路在近期规划完成后，有 22 个高速接

口通向长三角，其中通往江苏 17个，通往浙江 5个。同时，合宁、合武铁路动车组已经运行，芜申运河正在规划，从而在交通

上实现了与长三角地区的无缝对接。

安徽劳动力成本以及土地成本相对低廉，为部分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了就近的最佳选择。

安徽有 38 种矿产储量居全国前 10 位，常年粮食产量 2500 万吨以上，油料 250 万吨以上，粮、棉、油产量均居全国前列，

安徽历来是国家级材料工业基地。作为华东地区的能源基地，安徽到“十一五”末，将向华东地区供应 750 万亿千瓦电，而这

显然是长三角城市所极度缺乏的战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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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安徽形成了包括汽车在内的一批产业发展基地，在汽车及工程机械、能源、原材料、家电、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形成

了一定的产业优势，涌现出像奇瑞轿车、江淮汽车、马钢、两淮煤矿、海螺水泥、铜陵有色等一批骨干企业，使全省经济的支

撑力进一步增强。

省委书记王金山指出，在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中，安徽还将着眼巩固提升能源原材料产业竞争力，大力推进行业技

术改造和战略性重组，着力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快建设面向长三角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和加工基地。

只要用好用足中央的政策，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加之诸多有利条件的支撑，安徽经济必将在 3—5年内有明显的跃进。

（二）坚固平台，脊梁拉动，工业强省

安徽是农业大省，安徽要崛起必须着力于加快安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加快工业化进程，是农业大

省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安徽现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具备了加快工业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日益凸

现的五大支柱产业链，正改变着安徽工业化的格局，为安徽崛起提供了坚实平台。首先，以江汽、奇瑞等汽车骨干企业和全柴

动力、佳通轮胎、日立挖掘、合力叉车等为代表的机械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渐入佳境。其次，以海尔、美的为代表的家电制造

产业链日臻完善。其三，以马钢、铜陵有色、淮南和淮北矿业集团为代表的矿产资源开发与加工产业链日渐博、大、精、深。

其四，以海螺、国风为代表的建材产业链以高科技为依托，实现跳跃式发展。其五，以丰原为代表的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成长

迅速，后劲十足。以上五大产业链，实现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一半，成为拉动安徽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总之，安徽要

立足省情，发展安徽的特色产业、品牌，形成产品产业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升安徽的经济实力。

为破解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水平低、外向度低、民营经济比重低的“四低”和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

不平衡的“三个不平衡”难题，安徽实施“861”行动计划，其落脚点就是抓住新型工业化“牛鼻子”，核心任务是锻造安徽工

业化“脊梁”和区域经济发展“脊梁”。

“融入长三角，依靠高科技，开发两流域（长江、淮河），唱响黄（山）梅（煤）戏”。安徽分类指导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省会合肥经济圈”为主，“沿江城市群”和“沿淮城市群”为南北两翼的中心城市发展格局，正

成为带动全省区域经济实现腾飞的“脊梁”。

（三）科学发展，聚集才智，解放思想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升产业结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

断提升产业结构，尤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客观上存在过度消耗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应以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为突破口，以

效益和质量为中心，合理开发和使用资源，保护和治理环境，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跨越资源型产业“陷阱”，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商品优势。

要坚持聚集安徽崛起的才智。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科学机制，让干事业的人有为有位。深化干部体制改革，

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干部作风和部门行风的转变，引导和激励干部从“前程型”向“事业型”转变，

形成谋事业、求发展、比贡献的社会风气。在搞好党政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的同时，下大力气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

千百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呼风唤雨的新“徽商”。

要坚持继续解放安徽人的思想。在思想观念问题上，全省上下必须进一步弘扬优良传统，思想解放，敢想敢干，以加快发

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作为检验崛起行为的标准，率先实现思想观念与长三角地区的对接，在此基础上再实现经济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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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加大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力度。安徽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的差距、

市场环境的差距。要消除体制和机制的壁垒，以积极上进的心态和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只争朝夕，奋力拼搏，崛起——才能

变成美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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