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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融入长江三角洲,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本文阐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涵，我们提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野下的安徽高质量融入长三角的对策：一是

加快建立普惠金融体系，促进安徽在经济机制高质量地与长三角接轨；二是探索流动性金融监测管理新模式，突出

重点安徽发展重点；三是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念，积极实施产业互补与梯次推进政策；四是依托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机制发挥重点产业优势，加快形成与长三角产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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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洲地区凭借着在我国华东地区的区位、资源和制度等优势,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已成为

带动全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之一。安徽省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便捷的地理联系

优势，且安徽省历史悠久在融入长江三角洲当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安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今天长三角区域经济合

作势不可挡。加快融入长江三角洲,提高安徽经济发展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如果安徽能够成功地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对于

进一步促进长三角优势和经济共同繁荣,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安徽省的跨区域合作需求非常强烈,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周边城市如

宣城等,已经开始积极规划和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一体化,同时也希望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和政府合作

的各个方面。本文将探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野下的安徽高质量融入长三角的相关对策。 

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涵 

在新常态背景下，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资源配置中,便利市场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第

二,服务业的重点是调整生产要素,加快科技进步。不断创新技术,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转型。金融改革的重点是:第一,促

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第二,促进产业与金融的有机结合;第三,放宽对非金融机构信贷活动的限制,促进真实经济共同体之间

信贷活动的直接发生。第四,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此外,要重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社会融资总量的快速增长和融资结构的不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的不断完善,金融已经促进了资源配置有效性的提高,金融市场的功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和提升；加快了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

开放,提高了金融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了金融业的综合实力。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它具有抵御能力,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发

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野下的安徽高质量融入长三角的对策 



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既是机遇，又是压力。安徽要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必须以观念、机制等方面的对接为前提,以行业协会

和市场统一为核心,以政府的推动和政策协调为保证,并以此为前提。努力消除与长三角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异和区域壁垒,形成与

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形成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安徽省要积极整合,突出重点,逐步推进。 

（一）加快建立普惠金融体系，促进安徽在经济机制高质量的接轨 

安徽省加快建立包容性金融体系,适当扩大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覆盖面。此外,应更多地关注民间金融、金融合作组织、保

险、政策金融、金融中介、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证券和银行等金融服务实体的经济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体系,保证效率和公平，有效地提高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主要措施如下:一是建立合理有效的制度,保证进入实体经济

的成本降低;二是明确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共生关系,建立以市场为核心的以效率为核心的竞争体系;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上,金

融结构和多元化经济结构都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动态关系,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努

力营造“亲商、扶商、富商”的投资环境。让外地投资者有家的感觉,享受创业的回报。 

进一步创新市场体系和相关政策,创新金融体系和投融资体系,不断拓宽投融资渠道,提高企业发展能力。促进人才共享环境,

充分利用上海高等教育资源和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的优势,大力吸引和借用一批上海专家学者到安徽省工作或兼职,以便迅速改

变安徽省低水平、综合、开放型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少的现状。 

（二）探索流动性金融监测管理新模式，突出重点安徽发展重点 

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中心，它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联动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我们一方面要秉承“稳健、中性、提高金融宏观定向调控的科学性,不断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要创新信用管理模

式,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应以宏观审慎为重要把握进行评估，逐步引导商业银行逐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资产

负债表总线状态业务、同业业务及相关业务的渠道,为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有限的信贷资源。我们需要探索一种新的

流动性监测和管理模式，要密切关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建立日常流动性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督促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提供长期贷款。必要时提供资金支持。 

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科技园区必须高度重视与上海的合作,加强与上海在工业、物流、外资、市场、贸易等方面的综合整合,

努力成为生产基地，办成安徽地域的上海合作基地。合肥是全省的省会城市和经济中心，要发挥好它的作用，要进一步加强与

长三角地区以及安徽省其他中心城市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联系。合肥作为承接长江三角洲辐射的重要地区,作为重要的经

济辐射中心,在全省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们要重点发展合肥产业链、技术领先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政府给予优先

支持,促进县域工业经济发展。全省城市群可分为“一区三圈”模式来打造，即“一区”是万江经济区,包括马鞍山、芜湖、铜

陵、巢湖、安庆；“三圈”即南京都市区、杭嘉湖都市区和徐州都市区；支持马鞍山、芜湖、滁州、巢湖加入南京都市圈；支持

和促进黄山、宣城、池州融入杭嘉湖都市圈,支持淮北、苏州积极加入徐州都市圈。 

（三）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念，积极实施产业互补与梯次推进政策 

安徽的区域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不同，融入长江三角洲,安徽全省不能携手共进。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在不同的

层面上前进。沿着长江,合肥等城市具有比较高的发展水平，曾经的工业基础优势加上便利的交通条件，为融入长三角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我们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安徽的顺利高质量融入长三角储备资源与人才。除以此外，黄山市、宣城与滁

州这些城市与长三角邻近，这些城市要充分发挥地理的优越便利，要尽可能运用区位的快速通道与政策优势进行辐射，打造两

面式融入长三角的安徽区域模式。其它的城市，要体现产业特色以及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市场的开发以及创新力度，进一

步扩大招商引资的范围与内容，加强基础的产业尤其是特色产业的纵深发展，以此来提升产品知名度与竞争力，让它们成为长

三角乃至国内的首选供货商。这样的话，对整体地区经济的发展大有利处。而且，我们建议相关的政策给予这些地方更多的政



策优惠，这样可以进一步提升皖江地区的创新发展与深入发展水平，也能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影响作用，从而带动全省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最可怕的是,一旦外资进入,金融和税收负担将很快增加,企业将失去自主发展的能力。发展和开放安徽,要妥善解

决金融支持问题。 

（四）依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机制发挥重点产业优势加快产业关联 

根据长三角地区能源短缺的现状,组织实施“皖电东送”工程,建设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抓住上海、江苏、浙江经

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强与长三角地区旅游企业的合作,连接旅游市场,与长三角建立统一的旅游网络；要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

的优质水产品、畜禽、蔬菜、园艺、茶叶等特种农产品,建立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稳定生产供应基地。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向长江三

角洲地区的有序流动。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劳动力供给基地。要依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机制要提高产业配套的水平和规模,加

快与长江三角洲纵向水平形成产业联系。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加快安徽省融入优质长三角地区的步伐,必须加快机制创新的步伐,在企业改革、招商引资、外贸等方面为消除

安徽省与长三角地区在政策环境上的差距,应试行并逐步推广与长三角地区相同的工资制度改革。我们要依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机制，整合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我省应坚定不移地发展和加强具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制造业,积极寻

求国际国内合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水平,扩大纺织设备加工以及非金属材料工业中的生物制品、家用电器，力争达到

国内外领先水平，打造在长江三角洲建设制造业基地，从而促进安徽的高水平融入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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