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欠发达地区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路径 

——以皖北地区为例 

秦翠翠
1
 

(中共阜阳市委党校 安徽 阜阳 236115) 

【摘 要】：介绍了皖北地区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并以其为例,对欠发达地区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过程中的优势和障碍进行分析:应从转变思想破除皖北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细化皖北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合作

制度、编制皖北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和构建皖北“一核双轴三圈”

空间布局方面入手,找准合作的突破口,为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为欠发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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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长三角范围的规划面积扩展为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全部区域。安徽省全境划

入长三角区域,对于省内欠发达的皖北地区无疑是个好消息。皖北地区长期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与长三角中心区在产业结构、营商环境、人才层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皖北具有人口基数大、传统产业占比高、劳动力外

流严重等特征,选取皖北作为研究对象,具备一定的代表性,旨在探索缩小长三角地区“经济高地”与“经济洼地”间差距的途

径。 

近年来,学者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特征、动因及路径等进行了研究。千慧雄指出,我国长三角一体化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一

体化过程,经历了制度变迁推进、制度与市场角力和市场推进三个阶段。
[1]
安虎森和李瑞林探究了一体化的动因,认为区域一体化

是消除阻碍经济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实现经济合作与统一的过程,[2]孙大斌认为,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是各地为谋取发展而联合调

节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强调了规划和政策的统一性及资源整合的重要性。[3]安徽位于华东腹地,一直致力于融入长三角,安徽

通过体制东接、产业东联、市场东扩,实现与沪苏浙无缝对接,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4]孟天琦梳理了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历史进程。
[5]对安徽融入长三角的路径,学者提出了多种建议:汪世钟等人认为,安徽应从加强机制创新、加大面向长三角招商引资、培育壮

大民营经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建设对接长三角交通圈等方面发力;[6]赵祺提出,应从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服务业配套

体系、强化产业链对接、坚持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促进安徽加速融入长三角;[4]65-66 王平指出,可以从加强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放宽市场准入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等途径入手;[7]汪树群等提出,应坚持以工业化为核心壮大产业、借助城镇化优化空间格局、

以生态先行共建共保区域生态、以共享为目标构筑区域交通网络、以战略为机遇完善区域合作交流平台。
[8]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为实现更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安徽应补齐变要素配置效率低、体制机制不健全、产业结构趋同化、中心城市能级低、

与中心区差距大等短板,从编制发展规划、细化合作制度、探索资金跨区使用等方面建构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一

体化的路径。[5]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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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皖北地区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安徽人口密度较高,下辖 16 个地市,与 6 个省份接壤,东临苏、浙,南接江西,北靠鲁、豫,西邻湖北,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一

直未得到凸显,沿江城市带与合肥都市圈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加速发展时期,外围地区还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初期阶段[8]2。淮河、

长江将安徽全域划分为相对均衡的皖南、皖中和皖北三部分,1其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存在。近年来,安徽省内经济南高北低

差距日益扩大,如何加快皖北等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适逢长三角扩容、安徽全域加盟这一重大机遇,皖

北终于有机会搭上长三角快速发展的便车。 

(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基本概况 

长江三角洲原本是一个地理概念,由于各城市间地域相邻、文化接近,历史上人员交流和经济往来密切。1997年之后,长三角

区域城市间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机制在中央政府的多轮推动之下日臻完善,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示范区,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转变为一个经济概念。长三角地区目前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即将成长为世界第

六大城市群。2018年 11月 5日,习近平同志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

略。2019年 12月,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长三角规划区域扩大至沪苏浙皖

“三省一市”。《纲要》强调,要充分发挥上海核心城市及杭州、南京、合肥等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的经济发展带头作用,通过

制度、技术外溢等形式帮助浙西南、苏北、皖北等欠发达地区培育内生增长动力。长三角区域城市经济协调会先后经历 6 次扩

容,成员由最初的 15个城市发展到如今的三省一市共 41个城市。 

(二)安徽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历程 

安徽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经历了漫漫征程。 

1.第一阶段(1990-2008年):安徽首次参加了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 

1990年,安徽曾提出过“开发皖江、呼应浦东”战略;2003年,又提出“融入长三角”的倡议;2005年,安徽实施“东向发展”

战略;2008 年,安徽提出“东向发展、融入长三角”的发展战略。安徽前后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 2008 年见到成效——首

次受邀参加了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这是安徽加入长三角区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沪苏浙之所以邀请安徽参会,得益于当

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08]30 号)2,这一指导意见首

次提到“泛长三角”的概念,并将安徽纳入“泛长三角”的范围。 

2.第二阶段(2009-2011年):安徽首次举办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 

2009年,安徽省成立长三角区域合作领导小组。2010年 1月,国务院正式将安徽省沿长江的城市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并

纳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3 月,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正式吸纳合肥、马鞍山两市入会(见表 1);6 月,中共中央印发《长江三角洲

地区区域规划》3,这个规划又将长三角区域限定在沪苏浙的范围,让安徽省上下都有些失落。转机出现在 2011 年,安徽首次以轮

值方式成功举办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至此,安徽基本得到沪苏浙的认可,愿意接纳安

徽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表 1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员城市及其加入时间 

年份 新增成员城市 城市总数 具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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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 

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 
15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正式成立 

2003 台州 16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四次市长联席会 

2010 合肥、盐城、马鞍山、金华、淮安、衢州 22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次市长联席会 

2013 徐州、芜湖、滁州、淮南、丽水、温州、宿迁、连云港 30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三次市长联席会 

2018 铜陵、安庆、池州、宣城 34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八次市长联席会 

2019 阜阳、蚌埠、黄山、六安、淮北、宿州、亳州 41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九次市长联席会 

 

备注:根据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历次扩容的资料整理。 

3.第三阶段(2012-2014年):安徽作为长三角区域成员得到中共中央认可 

为实现借力发展,继合肥和马鞍山后,芜湖、滁州和淮南三市开始认真谋划“入长”。2013年 4月,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

十三次市长联席会上,芜湖、滁州和淮南被批准成为成员(见表 1)。2014 年 9 月,印发《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指导意见》4,首次明确了安徽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一部分,合肥被列为长三角副中心城市,身份得到官方首次认可。 

4.第四阶段(2015-2018年):皖江城市带 5加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 

2016年 6月,国务院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6,将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和宣城等 8个

城市全部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018年 4月,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八次市长联席会吸纳了铜陵、安庆、池州、宣城(见表

1)。至此,安徽共有 9个城市加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皖北城市中只有淮南有幸加入。 

5.第五阶段(2019年-):皖北城市全部加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 

皖北地区并不毗邻长江,似乎与长三角一体化关系不大。省内外不少学者呼吁皖北应该建立淮河经济圈,或者参与中原经济

区,虽然阜阳在《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中被列为东部门户城市,但缺乏实质性的合作。安徽省委省政府坚持东向发展

战略不动摇,积极争取皖北及剩余偏远地市加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2019年 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内部印发《纲要》,将安徽全域

纳入规划范围;10月,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 19次会议正式吸纳阜阳、蚌埠、黄山、六安、淮北、宿州、亳州 7个城市加入
7
(见

表 1),至此,皖北城市全部加入长三角一体化及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三)皖北地区加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意义深远 

皖北地区能够参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安徽长期的主动争取,从战略全局高度谋划分批次

加入;其二,为缩小省内南北差距,加快皖北发展,安徽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三,皖北地区政商学界不懈努力,

多次积极要求加入。 

对比长三角地区与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对比长三角中心区与边缘区,发展不平衡依旧存在,地理上“双

元经济结构”现象突出,浙江舟山、衢州、丽水就曾被界定为经济发展滞后地区,1998年,三地的人均 GDP及人均 GDP增长倍数明

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9]由此可见,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意义深远,从国家层面要缩小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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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从地区层面要解决发展落差,缩小长三角中心区与苏北、浙西南、皖北等边缘区的差距。通常意义上认为,融入长三角意味着

搭上快速发展的便车,皖北在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合作中要理清思路,清醒认识长三角内部仍存在发展上的梯度差,应理性分析皖

北自身存在的优势和不足,认真借鉴皖南、苏南和浙东等地的有益经验。 

二、皖北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优势和障碍 

皖北受基础设施差、人才外流、传统产业比重高等众多因素制约,长期以来发展水平较低,迎来加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

大机遇,正是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的好时机。 

(一)皖北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优势 

1.皖北地区的区位、劳动力、能源优势具备吸引力 

首先,皖北距离长三角中心虽有几百公里的距离,但随着现代交通方式尤其是高铁网络的全覆盖,使皖北到长三角中心区时

间大大缩短:如蚌埠 0.6 小时直达合肥、1 小时直达南京、2 小时直达杭州、3 小时直达上海;阜阳 0.8 小时直达合肥、1.5 小时

直达南京、2.6小时直达杭州、3小时直达上海。更为重要的是,皖北是连接长三角与中原经济区的重要通道,华东第一大和第二

大高铁通道 8穿境而过,具有承东启西、连接中原、贯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其次,皖北六市劳动力资源丰富,2019 年户籍人口

3394.37万,常住人口 2839.45万 9,人口排名前三的阜阳、亳州、宿州的出生率分别为 14.63‰、13.6‰和 15.47‰,10高出全省平

均水平 2～3个千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4～5个千分点,未来皖北地市持续人口供给能力较强。最后,皖北地区拥有煤、磷、石

灰石、黏土、石灰岩、铁、铜等矿产资源,尤以煤最为丰富。皖北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省的 98%,工业储量为华东之首,两淮的煤

炭品种齐全,煤质优良,是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煤炭资源最好、储量最大的整装煤田,并具有良好的开采价值。
[10]
此外,铁矿、铜

铁矿、铜(金)矿等资源丰富,其中接触交代型矿床主要分布在亳州涡阳县、淮北市和宿州埇桥区、灵璧县等地,中小型矿床分布

在河南省永城市至涡阳县一线以东,徐州市至宿州市一线以西地区。[11] 

2.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中心区域产业结构呈梯度差异 

安徽省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112019 年,工业化率为 30.9%,区域经济呈现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合肥都市圈生产总值

23402 亿元,同比增长 7.7%;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生产总值 24365.5 亿元,同比增长 7.5%;皖北六市生产总值 10864 亿

元,比上年增长 7.2%。12 皖北与皖中、皖南在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上呈现梯度差异,其中阜阳、亳州和宿州三地传统产业占比

高,2019 年第一产业占比在 13%～15%13 之间,三地的工业化率约为 26%11,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加速期。长三角地区工业化水

平全国最高,2015 年的工业化综合指数为 98,已十分接近后工业化阶段。13目前,长三角地区面临着产业升级,逐渐向集约型科技

型方向发展,而附加值高的传统产业需要向外转移。皖北地区工业化程度较低,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也比较丰富。因此,皖北有条

件承接长三角中低端产业,而且被规划为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集聚区,[12]优势与机遇并存,有望与长三角实现互补式发展。 

3.皖北地区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良好,与长三角中心区域的联系逐步加强 

纵观皖北高铁网络,2011 年京沪高铁全线贯通,蚌埠、宿州率先通上高铁,打通皖东北通往江苏、上海的快速通道,提高了皖

东北的可达性。但当时皖北整体可达性空间格局没有因高铁发生大的改变,可达性较优区域均集中在京沪通道沿线,导致皖北地

区形成了非均衡的时间收敛空间,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可达性受惠程度不一,使优者更优,可达性较差的地区陷入“边缘化”[13]。

2019 年,商合杭和郑阜高铁开通,上述状况得到改善,两条高铁途经亳州、阜阳两市,打通了皖西北通往浙江、上海的快速通道,

提升了皖西北的可达性。由此可见,皖北与长三角地区的快速通道已经形成,更有利于劳动力和资源在区域内的流动与配置。此

外,日前安徽决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建设连云港-宿迁-宿州-蒙城-阜阳高速公路,打通从淮河沿线经皖北、苏北连接“一带

一路”出海口的高速通道;加快三洋铁路
14
苏皖段建设,打通从中原地区经皖北、苏北、苏中至出海口客货运铁路通道;支持新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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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溧西河-洪泽湖西南线航道、沱浍河航道建设,推动完善苏北、皖北水运通道体系等。至此,皖北地区基本形成了以国家铁路

网、高速公路网、国家高等级航道网为基础,城际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支线为补充的综合交通体系,与长三角其他区域之间

的交通联系逐步强化。 

4.皖北农产品种类丰富,与长三角中心区域合作潜力大 

皖北地区以平原为主,拥有广袤的淮北平原,占全省耕地面积近 50%,农产品种类多、产量大,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优质棉、

烟叶、薄荷和肉类的生产基地,农业一直是其支柱产业。[14]皖北各县农产品加工基础雄厚,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成效显著,宿州创

新了农业经营模式,通过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而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人口密度比较大

的地区,对农产品的需求量较大。因此,皖北和长三角区域在农产品产销对接上合作潜力巨大,皖北有 48 家基地入选安徽省首批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占比 35.6%。15 

(二)皖北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障碍 

1.皖北地区与长三角中心区域文化差异大 

有研究表明,文化相似性与区域一体化的水平呈正相关,同质、同源文化有利于区域一体化发展,宗教信仰、语言及行为等方

面的差异将阻碍一体化进程。[15]长三角区域的文化特质是勤劳、务实、开放以及富有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等,以吴越文化、海派

文化和江淮文化为代表。吴越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是开放与包容;海派文化受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影响,其突出特征是“兼容并蓄、

海纳百川”,具有开放、创新、现代与时尚等特质;江淮文化则介于南方吴越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之间。 

皖北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史前时期有辉煌的蒙城尉迟寺和蚌埠双墩等文化遗址;北宋之前“其物产丰富,农村兴盛,文化

教育为今日全皖之冠”;自魏晋以后,由于战乱、灾荒、动荡、流民频现,皖北经济和文化开始跌落,地域文化缺少凝聚力和张力,

凸显弱势文化特征。[16]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不等于辉煌的现实,区域经济发展往往与地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地域文化

中的滞后因素往往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皖北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正成为制约皖北发展的因素:一是历史上的重武轻文之风制约着

皖北的协调发展;二是重农轻商之风气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大潮,例如“颍地不事末作,商贾半属远人”16,“皖北风俗,贱商重农,

尚武轻文。以其贱商,故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农民。蚌埠一地商业,几全操在外省人之手”[16]91;三是消极散漫心态,不利于财富积累,

由于灾害频发、战争不断、盗匪蜂起,一些皖北人失去积累财富的动力,甚至出现懒散好斗、穷则逃荒的现象。总之,比较皖北与

长三角的地域文化特征,不难发现,皖北重武轻文的风气不利于成员之间的团结合作,重农轻商的观念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安

贫认命的消极心态导致对政策和形势的适应能力差,这些成为阻碍皖北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软约束。 

2.皖北地区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制度性障碍大 

制度障碍是阻碍皖北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最主要障碍。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安徽在市场准入政策方面都存在复杂繁琐的

现象,政府对引资企业后续发展缺乏有效跟进,政府在引导企业融资渠道方面的政策过于单一。皖北各地市在招投标中不同程度

地存在本土保护主义现象,一些本土企业会通过行业商会、协会等组织不定期向政府游说,寻求地方政府的保护,个别地方政府为

了 GDP 业绩而被动充当阻碍公平竞争的保护伞。当体制、机制、政策等人为制度性因素将地区行政边界约束为市场边界和利益

边界时,资源就不能有效流动并合理配置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导致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扭曲,形成人为的发展障碍。要破除制度障碍

需要各合作方成员之间进行沟通、对话和谈判,应关注协议的起草、谈判、维护以及争端出现后的协调、组织机构的建立等制度

交易成本。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成员城市包含 41座城市,沟通、谈判等交易成本较高。 

3.长三角区域龙头城市的虹吸效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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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合作属于增长极开发模式,在增长极开发模式中会形成两种效应,一种是极化效应,一种是扩散效应。极化效应扩

大区域差异,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但并不是无限的;扩散效应可以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区域差异。[17]随着大

都市与周边的小城市合作日益密切,扩散效应慢慢增强,同城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如果大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非常强,极化效应强

于扩散效应,可能产生虹吸效应,小城市优质资源和要素会流向大城市,制约小城市发展,这就是所谓“大树底下不长草”现象。

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的龙头城市,虹吸效应很强,成为了优质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地。皖北地区在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应

努力减少虹吸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 

4.皖北地区各地市协作意识较弱 

皖北六地市抱团发展的观念较弱,产业同构现象突出,六地市中有 5 个将生物制药、机械制造列为主导产业,4 个将化工、食

品加工、生物医药列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重复率高达 80%以上。同一产业在不同行政管辖区重复分散布局,使得皖北城市争夺区

域内有限的内部市场,在招商引资、政策优惠、用人招工等方面竞争远大于合作。由于皖北六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出现各

市争当皖北老大的乱象。蚌埠因为区位优势,一直以皖北中心城市自居,虽然在 GDP总量上阜阳超过蚌埠成为皖北第一,但阜阳人

均 GDP远低于蚌埠。最新出台的《纲要》将阜阳规划为皖北区域重点城市,但阜阳的整体经济实力较弱,城市能级较低,尚不具备

中心城市经济增长极的条件。
[18]
 

三、皖北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应积极吸收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区域一体化经验,探索增长极与

区域内“边缘”地区之间的合作模式,为皖北、苏北、浙东南等相对欠发达地区增添发展动力。皖北地区唯有不断转变思想、深

化改革、科学规划、增强合作、内外联动,才能共享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红利,实现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跃升。 

(一)转变思想破除皖北地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

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当前,皖北文化中

的消极成分比较突出,早已不适应区域一体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未来可通过加强与长三角中心区的文化交流,重点消除文

化中重武轻文、重农轻商、消极散漫等消极成分,汲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中的开放与包容等精华,不断推动皖北文化的与时俱

进。各级政府应加大宣传教育,坚持破立结合、以立为本:一是破除厌文好武、逞勇好斗的陋习,增强团结合作意识;二是破除重

农轻商、重义轻利的思想,增强市场经济下的开放和竞争意识;三是破除消极散漫、小富即安的狭隘观念,增强穷则思变的开拓进

取意识。总之,通过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皖北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提供思想保障。 

(二)细化皖北地区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合作制度 

通过一体化倒逼皖北进行制度变革,破除制度障碍,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长三角区域已经建立决策、协调、执行在内的多

层次、多元化的经济合作体系,皖北地区应尽快与长三角区域建立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形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市场,为更

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与长三角区域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政策协同,在企业登记、土地管理、

环境保护、投融资、财税分享、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服务等政策领域建立政府间协商机制,规范招商引资和人才招引政策,强化

环境联防联控、食品安全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执法联动,推进地区间标准互认和采信,检验检测结果互认,重点应放在农

产品冷链物流、环境联防联治、生态补偿、基本公共服务、信用体系等领域。 

(三)编制皖北地区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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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是基础,皖北地区应尽快围绕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环保等领域编制专项规划,[5]109专项规划要与《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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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衔接,还要与各地市的土地利用

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对接。突出体制机制创新以消除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强调规划体系落实上确保一张图干到底,具体可

借鉴苏州工业园的经验,“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此外,皖北还应该尽快编写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规划,可借鉴参考《皖

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尽快在集聚区未来的发展目标、空间布局、承接园区建设、承接发展重点、基础设施保障、

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出台详细指导意见。 

(四)继续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亮点之一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经济发展、交通先行,皖北地区应重点打通“断头路”“断头港

口”,尤其是加强皖北与苏州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突破省际“瓶颈”,共建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此外,应加强皖北

六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加快沿淮高速的建设,加快皖北城际高铁建设步伐,带动要素流动,增强同城效应,加快淮宿蚌城际铁

路、淮宿阜城际铁路建设。此外,还要促进区域机场群、港口群的联动互补,安徽省已规划皖北通用机场群,由亳州、淮北、宿州、

蚌埠、阜阳五市的通用机场构成,规划新增界首、泗县、蒙城、濉溪、五河等 15 个 A1、A2 级通用机场,并在未来筹划建设皖北

国际机场。 

(五)构建皖北地区“一核双轴三圈”空间布局 

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城市间必有分工与合作。[19]为了防止皖北地区在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出现恶性竞争,应尽

快构建皖北“一核双轴三圈”的空间布局,加快培育阜阳作为皖北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以阜阳亳州的西线和淮北淮南的东

线为双轴,构建阜亳经济圈、淮(北)宿经济圈和淮(南)蚌经济圈。阜阳是长三角区域经济圈与中原经济区连接的重要节点,加快

皖北地区经济崛起,尽快把阜阳培育为皖北最大的中心城市和安徽副中心城市,同时打造各具特色的三大经济圈,并加强“一

核”“双轴”和“三圈”之间的经济联系。 

总之,融入长三角区域为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战略机遇,皖北地区应从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立足实

际,扬长避短,把机遇转化为优势,变压力为动力,在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找准皖北定位、彰显皖北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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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料来源于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zwgk/2008-09/16/content_10962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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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来源于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25/content_9092.htm。 

5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滁州、池州、铜陵、宣城、巢湖 9个地级市全境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

县。 

6资料来源于中国政府网《两部门关于印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知》,见 http://www.gov.cn/xinwen/2016-06/03/ 

content_50792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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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资料来源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阜阳市政府网站 http://www.fy.gov.cn。 

8华东第一大通道是京沪高铁,华东第二大通道是商合杭高铁。 

9数据来源于淮南、亳州、阜阳、宿州、蚌埠和淮北六市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0数据来源于阜阳、亳州和宿州三市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1资料来源于《工业化蓝皮书: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5)》,蓝皮书将整个工业化进程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五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 

12资料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局网站《安徽省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数据来源于阜阳、亳州和宿州三市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4三洋铁路途经三门峡市、洛阳市、汝州市、平顶山市郏县、禹州市、许昌市、周口市扶沟、太康、柘城、鹿邑、亳州市、

永城市、淮北市、宿州市、淮安市、盐城市、南通市海安、终点南通市如东洋口港等,全线总长 1200公里,总投资约 600亿元。 

15资料来源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16出自乾隆《颍州府志》:卷 1《舆地志》,其中颍地指颍州,为阜阳旧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