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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融入“一带一路”对策研究 

徐昕 陈兆清
1
 

(中共六安市委党校,安徽 六安 237000) 

【摘 要】：当前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新高地,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十三五”战略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横跨长江,区位交通优势明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基础良好,同时制造业基础

稳固,这构成安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安徽应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打造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发挥产业集聚优势,推进“一圈五区”建设;以长江经济带为依托,加快对接“一带一

路”;以中欧班列为纽带,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关键词】：安徽 “一带一路” 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2015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明确提出要“利用内陆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

济高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我国各相关区域开放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各地区由于自身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

等要素的差异,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定位不尽相同,我国的五大区域板块即西北、西南、内陆、沿海和东北地区,立足各

自开放发展的比较优势,各展其能,呈现出不同特色(李本和,2019)。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大西部、内陆和沿边开放力度,提高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

平,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当前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培育带动区域

发展的开放新高地,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十三五”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各地区如何紧抓“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来实现

这一目标,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比如海南省应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通过“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做强

海洋经济(邹立刚,2015),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桥头堡垒作用。福建省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在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过程中,应努力深化经贸交流、改善沟通方式、搭建更加宽广的交流平台(黄继炜,2015),同时要为自贸区的建设做好人

才和资源储备,培养一批适用于“一带一路”建设和自贸区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方友熙,2015)。对于西南地区,应以云南昆明和广

西北部湾为中心,由内向外,以扇形发展逐步推进(王志民,2015)。 

安徽“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2016 年和 2017 年,安徽省又相继出台了《安徽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施方案》和《2018年度安徽省支持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意见》两份关于“一带

一路”建设的文件。《安徽省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行动计划》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积极对接

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更大的开放抢抓机遇,以更好的合作谋求发展,协同打造新时代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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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新高地。为了更好地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安徽省应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产业集群式发展新格局,使安徽省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新兴増长极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李青青,2018)。 

目前,关于国内区域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沿海沿边区域。针对安徽等内陆地区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 2020 年初以来,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贸易与投资必然受到强烈冲击,此时安徽如何结合自身产业

分布状况,充分发挥省内各地区优势,促进安徽产业“走出去”,深入融入“一带一路”,把我省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腹

地和枢纽,是安徽经济开放突围的当务之急。因此,研究安徽如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2 安徽融入“一带一路”的优势 

2.1区位交通优势明显 

作为长江经济带的中心省份,安徽区位优势明显,具有联系中西部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的枢纽作用。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京沪

铁路、京九铁路等铁路干线和高速公路网等交通优势,串联省内合肥、芜湖、马鞍山、黄山、蚌埠、阜阳等节点城市,构筑纵横

东西、贯通南北的物流交通网络(孟范范,2018)。商合杭高铁、郑合高铁、合福高铁等都能够使安徽更加便利地进入亚欧大陆桥,

进一步凸显安徽的交通枢纽位置。 

2019年安徽省中欧班列开行 368列,同比增长 102.2%,有望带动合肥发展成为整个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的货运集散中心。目

前已开通从合肥至阿拉木图的中亚班列,从合肥至汉堡往返的中欧班列和铁海联运等多条线路。其中合肥至宁波北仑的铁海联运

2015年开通,至 2019年 5月份,发运集装箱近 3万个,价值 65.66亿元。 

从 2014 年 6 月 26 日中亚班列开通以来,安徽省的国际货运班列不断延伸、拓展,安徽制造的高质量产品所占比重也在不断

攀升。这条国际大通道也逐步成为安徽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桥梁。 

2.2合作基础良好 

为进一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物流大通道,安徽将着力建设合肥物流核、沿江物流带、沿淮物流带和多个物流集群。

安徽相关企业已在 137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合作,省内一批知名企业,比如海螺集团、马钢、江淮等进军海外进行境外收购和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项目,设立了一批海外研发中心。2019 年,安徽海螺集团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首次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阵营。

其中海螺集团是全国最大的建材企业之一,目前已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泰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拥有 38

家公司,截至 2018 年底,累投资近 100 亿元人民币。此外,随着合肥成为世界制造业大会永久举办地,为安徽企业走出国门,深度

参与国际合作提供了平台。 

2.3制造业基础稳固 

安徽省的制造业基础结构稳固,创新能力常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2019 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3.9%,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29.4%,产值增长 16.3%。合肥智能语音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试点,年度新认定省级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 24个,总数达 186个,新认定集聚示范园区 14个,总数达 30个,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成长。海螺集团 5个

千万吨级特大型熟料基地分别在安徽铜陵、池州、枞阳、芜湖和广东英德建成,并在安徽芜湖、铜陵兴建了 4条 12000吨生产线,

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卓越的产品质量成就了海螺集团“世界水泥看中国,中国水泥看海螺”的美誉。合力叉车目前是我国规模最

大、产业链最完整、综合实力与经济效益最好的工业车辆研发、制造和销售基地,自 1991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连续保持全国行

业第一,并跻身世界工业车辆行业七强。被誉为中国语音识别人工智能第一股的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长期从事语音及语言、自

然语言理解、机器学习推理及自主学习等核心技术研究并保持了国际前沿技术水平。铜陵有色是新中国最早建设起来的铜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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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中国铜工业的摇篮,进出口贸易总额连续 16 年保持全国铜行业首位,主产品阴极铜产量国内第一、世界第二。此外安徽是

中国的家电之都,汇集了海尔、格力、美的、长虹、荣事达等白色家电制造企业。其中冰箱、洗衣机的产量全国第一,彩电产量

全国第二。 

3 安徽融入“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 

安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虽然具有优势,但是作为内陆省份,发展对外贸易,开展对外合作,与其他沿海沿边地区

相比也存在不足,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为安徽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创造了契机,下一步,安徽要进一步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立足重点区域,依托重点产业,统筹规划省内各地区功能定位,各展所长,协调发展,提高经济

发展内生动力,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 

长期以来,安徽一方面通过不断地技术创新,培育扶持本土优质企业,另一方面承接苏浙沪地区产业转移,打造了合芜蚌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重大战略平台,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成长。下一步,安徽应以此为

依托,力求催生一批变革性技术,努力形成一批支撑创新发展的技术产业成果,打造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 

3.2发挥产业集聚优势,推进“一圈五区”建设 

通过分析发现,安徽省内各市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合肥、马鞍山、芜湖、铜陵四市处于经济发展“高—高”集

聚区,表明在安徽省内这四市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优势,除合肥外,其余三市均为沿江城市,区位优势突出,其中 2019 年芜湖港货物

吞吐量 12778 万吨,位居全国港口第 29 位,吞吐量增长 24.4%,潜力巨大。而包括淮北、黄山在内的六市区位熵指数均超过 1,表

明在省内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优势。《安徽省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行动计划》也提出将高质量推进合肥都市

圈、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皖南国

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等“一圈五区”的建设。而合肥、马鞍山、芜湖、铜陵、淮北、黄山等六市正是“一圈五区”中一个或多个

规划的重要城市。因此,要充分发挥当前已有明显产业集聚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的六市的带动作用,以此为立足点和突破点,推动

“一圈五区”建设,为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增强面向长江经济带的带动力。 

3.3以长江经济带为依托,加快对接“一带一路” 

安徽位于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交汇点,而这两者正是我国横贯东西、畅通南北、连接陆海的重要通道,在空间

上紧密联系,功能上优势互补。安徽以长江经济带为依托,把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好,对于推动本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区

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完善、产业结构提档升级,从而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培育

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新高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4以中欧班列为纽带,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中欧班列对中欧贸易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开辟了内陆地区面向亚欧国家的贸易新通道。考虑到时间、运费等多方面因素,传统

的贸易方式以海运为主,因此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具有先天劣势。但是通过中欧班列开辟内陆地区的贸易新通

道,一方面使得物流成本相对降低,另一方面,货物不需从港口转运,以及从海上绕行,使得时间成本也有所下降,物流因素对于内

陆地区发展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将逐步减弱,因此总体上看跨欧亚大陆的内陆铁路运输的竞争优势逐渐增强,一旦形成产业或市

场集群,就可以产生规模效益。 



 

 4 

参考文献： 

[1]李本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3):53-63. 

[2]邹立刚.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海南省的作为[J].新东方,2015,(1):4-9. 

[3]黄继炜.发挥福建优势,融入“一带一路”建设[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141-147. 

[4]方友熙.论“一带一路”下的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战略[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177-181. 

[5]王志民.“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西南对外开放路径思考[J].人文杂志,2015,(5):33-36. 

[6]孟范范,金泽虎.安徽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对策探索——基于典型企业的案例分析[J].皖西学院学报,2018,(3): 

65-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