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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建设皖北中心城市战略研究

杜国庆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蚌埠 233000)

【摘 要】:安徽省“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将蚌埠市定位为皖北中心城市,以蚌埠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带动皖北

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为此,通过蚌埠市近年发展的现状,分析蚌埠市建设皖北中心城市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打造皖北

城市中心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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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心城市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区域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核心城市,对周边

城市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其中,经济辐射能力,是衡量中心城市最主要的因素｡通过中心城市对区域内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区域内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心城市的建设已经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皖北地区明确界定为安徽省北部的淮北､亳州､蚌埠､阜阳､淮南､宿州六市｡皖北地区经济总量偏小,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

业比重过高,民营经济､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等产业发展不足｡皖北农村人口基数大,消费能力有限,区域经济要素集

聚能力相对低,区域经济接受外部经济辐射及对外开展合作都相对较弱｡将蚌埠市打造为皖北中心城市｡通过中心城市的建设和发

展,带动整个皖北地区经济的提升｡

2 蚌埠市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蚌埠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呈现出工业经济增速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财政收

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等显著特征｡

2016 年前三季度,蚌埠市地区生产总值(GDP)922.62 亿元,增长 9.6%,居全省第 8 位;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528.83 亿元,

增长 10%;完成财政总收入 200.03 亿元,增长 10%;全市完成财政支出 219.24 亿元,同比增长 19.3%,其中,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

障和就业等支出分别增长 14.8%､33.3%和 13.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82.11 亿元,增长 16.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8 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省第 2 位;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044 元,居全省第 6 位,同比增长 9.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508 元,居全省第 6位,同比增长 9.9%｡

从蚌埠市 2016 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出,“十二五”规划中安徽省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促进了蚌埠市经济的提升,

作为皖北中心城市的蚌埠加入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后,经过6年的发展,经济地位明显提升,这主要源于试验区

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众多高新企业在此落户｡通过高新技术带动皖北的崛起,从而为该区域解决能源､资源丰富与工业经济总量小

､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工业经济中的大部分产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矛盾提供了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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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蚌埠建设皖北中心城市中存在的问题

3.1 经济总量较小,对周边城市的集聚能力不足

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蚌埠市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经济增速也在全省前列,但是由于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济总量

在全省范围仍然较小｡在 2016 年前三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省排名第八位｡作为皖北区域性中心城市,这样的经济总量对皖北地

区其他城市的吸引和带动作用不足,对周边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也不明显｡

3.2 工业经济主导性不足,缺乏支撑性产业

蚌埠市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由于在“十一五”规划中缺乏明确的定位,因而没有进行产业的优化升级,没有形成自己的主

导产业,在工业产业中没有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和信息化业｡经济开发区的产业规模和聚集度都有待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规模较小,现代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发展仍然不够｡

3.3 中心城市的建设不足

区域中心城市,必须是地区内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能够为区域内城市提供经济支持,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就要求中心城

市具有足够的规模才能对区域内城市发挥集聚和扩散效应｡但是当前蚌埠市的城区规模较小,没有对城市各功能区进行清晰的定

位｡而且中心城市人口较少,处于中心城市建设的初级阶段,即进行人口的集聚｡另外,蚌埠市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区域中心功

能的建设不健全,对区域内城市没有较强的带动和吸引作用｡

3.4 交通运输网不完善

从蚌埠市的交通区位来看,它是京沪与京福高速铁路的交汇城市,蚌埠南站也是京沪高铁首设站,另外京台､洛宁两条高速公

路也在蚌埠市相交｡看似蚌埠市有较为明显的交通区位优势,但是其对皖北地区的经济带动有限,因为蚌埠市仅仅着眼于交通主

干线的发展,对于区域内城城际交通运输网的建设迟缓,蚌埠市“一小时经济圈”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交通运输网不完善阻碍了

蚌埠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

4 蚌埠打造皖北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

4.1 创新发展战略

创新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蚌埠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蚌埠市拥有安徽财经大学等 12 所高校

以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40所､41所等科研机构,通过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联合推动,进一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

系｡建立高科技创业资金,加强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建设｡使蚌埠市成为创新主体充满活力､创新机制高效健全､创新环境日益完善

的皖北中心城市｡

4.2 坚持工业强市战略

蚌埠市要建设成为皖北中心城市,走工业强市的道路,是其必须坚持的发展战略｡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016 年前三季度,

蚌埠市的GDP 总量仅为922.62亿元,居全省第8位｡由于工业水平发展欠缺,对皖北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不足,因此应始终坚持工

业强市战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推进信

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强蚌埠市产业园区的整合提升力度,打造专业化工业产业园｡



3

4.3 开放带动战略

开放合作,已经成为了区域经济协作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产业的集聚与扩散｡蚌埠市的地理区

位优势明显,依托综合交通枢纽､沿淮港口物流等优势带动外向型经济｡对内,在皖北地区打造蚌埠“一小时经济圈”,加强对区域

内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对外,加强与皖江城市带的沟通交流,积极把握国家建设长江三角城市群的机遇,主动加强与长三角的联

系,积极承接沿海和国际产业转移｡聚集更多发展要素,推动蚌埠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利用自有优势,打造淮河生态经济走廊,

通过蚌埠铁路无水港和蚌埠港､皖北保税物流中心,进一步激发外向型经济活力｡

4.4 绿色发展战略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不仅要经济上带动区域城市的发展,在社会事业､公共服务上同样能够满足区域内城市的需要｡坚持绿色

发展方式,打造宜居城市,也是蚌埠建设皖北中心城市不可或缺的发展战略｡蚌埠市应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建设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5 关于蚌埠打造皖北中心城市的建议

5.1 加快中心城市建设,打造“蚌埠都市圈”

蚌埠打造皖北中心城市进行空间布局时,应该以“蚌埠都市圈”的思路进行规划,要坚持将城市空间规划与现有产业布局相

结合｡继续完善“东进､西联､南拓､北跨､中优”的空间布局,适时调整现有区划,将怀远､凤阳县城纳入蚌埠市区,实现“一主三次

四组团”发展｡将主城区打造为中心城市的经济金融中心;将淮上区､怀远县､凤阳县打造为三个副中心城市,与分担主城区的服务

功能,形成主城区的卫星城;在产业方面,将淮河以北的蚌埠市工业园､沫河口工业园､怀远县工业园进行整合发展,打造淮河生态

经济走廊,将龙子湖以东地区尽快建成高铁经济商贸区,带动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与东部凤阳县工业园对接;南部地区将打造

成现代电子商贸物流集散地;西部地区建设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园｡每个区域的布局都与当地的产业进行深度融合,形成一个“经济

圈”,进而形成区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局面｡

5.2 加强工业建设,打造皖北工业基地

蚌埠打造皖北中心城市,首先一定要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作支撑,蚌埠市应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积极培

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规模化､品牌化作为导向,推动食品加工等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按照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发展的要

求,运用新技术､新设备积极改造和提升食品加工､纺织等传统产业｡产业集聚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可以进行技术､思想､信息的交流,进行集体学习和创新,共同培训劳动力｡因此,应加大蚌埠市工业园区的整合和提升力度,推动关

联产业和要素的聚集｡打造皖北工业基地,带动蚌埠乃至皖北地区经济的提升｡

5.3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打造皖北服务中心

蚌埠市想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完善的现代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快建设高

效快捷的物流体系;推进蚌埠市金融机构体制的完善和资源的整合;加强科技信息､节能环保等行业的建设｡全面提升生活性服务

业,深入挖掘文化资源,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打造具有蚌埠特色的旅游文化区;加快发展动漫游戏､现代传媒等创意产业园区的

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教育体系的改革｡通过构建高水平的现代服务体系,将蚌埠打造为皖北服务中心｡

5.4 打造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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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物流独自发展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物流的需要,要求蚌埠继续大力实施公路畅通､铁路扩能､水运提振､民航通达四大工程｡

对皖北地区内部,将蚌埠由“交通枢纽”转变为区域“交通中心”｡通过建设蚌埠“1小时经济圈”,加速连接区域内城市,打造以

蚌埠市为中心的皖北交通运输网｡通过城际交通运输网增强蚌埠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和集聚效应｡对外,加强铁路建设,形成

以京沪､京福､沿淮等铁路线组成的“五纵两横”铁路网格局;加速推进高速公路､民航以及蚌埠港的建设,打造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积极加强与皖江城市带以及长三角地区的贯通性,有利于吸引外资和主动承接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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