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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下地方经济发展研究—— 

以池州市为例
1 

刘梦于 

（池州学院，安徽 池州 247000） 

【摘 要】经过多年发展，长三角的整体发展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交通网络发达,

但是一些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较为松散，地区间的整体发展协同度不高。本文坚持聚焦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文

化旅游示范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三个目标，通过分析池州目前的发展现状，提出了池州在长三角经济一体

化大环境下经济快速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池州；特色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728（2021）04-0015-03 

在整个长三角地区，上海是这一区域中绝对的经济龙头。与之相比,池州可以说是一个无名小辈，因而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定

位和作用，立足于池州现有的资源,结合自身优势,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不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更好地融入长三角，对于

池州市的发展来说显得十分重要。 

一、长三角经济发展现状 

（一）经济现状 

近年来，池州经济快速稳定增长，2018年池州的生产总值达到 684.93亿元，其中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分别增长了 289.67

亿元,320.31亿元,经济总量多年持续稳定增长,势头良好。但是,于上海、合肥等大城市相比，池州在经济上并不占优势，而且

可以说处于明显的劣势。仅仅与合肥相比,2018年，合肥实现生产总值 7822.91亿元，其中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分别增长了 3612.25

亿元,3933.07亿元。由此可以看出，池州在长三角城市中相对来说发展较为落后（如图 1所示）。 

（二）池州在长三角中的位置 

池州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60%,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境内名山、土壤富硒、城市富水、且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是

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的城市，由此池州自身拥有丰富的文旅资源优势。但是，由此受益也由此受限，因为境内多山，地势

崎岖,使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济基础薄弱，知名度不高，文化产业链有待形成。因此，池州结合自身特点和现有情况,明确

自身定位，打造产业优、环境美、人幸福的绿色崛起发展先行区，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子就显得迫在眉睫。 

二、池州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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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位优势 

池州市有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 5个（国家级 2个:牯牛降、升金湖，省级 3个），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 4个、国家湿

地公园 2个,森林覆盖率 59.9%,城区内绿化率 43.61%,境内主要河流水质均在优、良以上,人均森林面积、水资源、湿地面积均

远超省内平均值（如图 2所示）。池州拥有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藏菩萨道场，生态名山九华

山;“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中描写的杏花村;首批国家级生态旅游试验基地，华东第一大峡谷，霄坑大峡谷;被

誉为“华东野生动植物的宝库”，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物种丰富，有“鸟类天

堂”之称的升金湖。“全国首批森林旅游示范市”“天然大氧吧”“全国第一个生态旅游示范城市”等都是池州一张张亮丽的

旅游名片。 

（二）交通优势 

为了贯彻落实“东进为主，通江达海”的策略,池州加速与长三角交通规划的衔接，致力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加快与东部地

区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对接，并已取得初步成效。池州与江南地区地缘相接.且自古与江南地区经济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一政

策可以说既循古迹.又有现代创新.在改革开放后,这种联系进一步扩大。得益于现在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现在的池州市不但铁路

和公路四通八达，而且空中航道也是畅通无阻.小小的“杏花村”已经成为现代化池州。已经真正实现从“神经末梢”到“区域

枢纽”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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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优势 

池州是安徽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之一，撤地建市不到 20年,2016年正式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一员，但池州与长三角的经济社

会交流合作源远流长。池州市的许多已经探明的矿藏资源也非常丰富，而且其中一些资源例如石灰石,方解石等非金属矿不但储

量非常高，而且品质优异.更适合开采，这对于提升池州在长三角地区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全市现有 6个省级以上开发

园区，其中国家级开发区 1个、省市共建开发区 1个，总规划面积 30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60平方公里，“七通一平”、污

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齐备,4个园区实现集中供热,具备了承接产业集群转移的能力和条件。 

（四）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池州是一座有着 14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李白、杜牧笔下的秋浦河、杏花村声名远播，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4个（“戏

剧活化石”池州傩、“京剧鼻祖”青阳腔、九华山庙会、东至花灯据 8399平方公里大地上散布着以九华山为代表的 300多个景

区景点，是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和首批国家医养结合试点示范单位。池州还是全国三大富硒地之一（池州、湖北

恩施、陕西紫阳），富硒土壤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60.2%。 

三、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下池州经济发展的建议 

在融入长三角的过程中.池州要有所作为,结合自身现状,立足生态本底、良好的文化旅游发展态势和区位交通优势，抢抓机

遇、乘势快上，不断提高自身经济实力和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影响力，以城市经济圈的发展为依托,充分利用积极因素,摒弃不

利因素，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特色发展路子。 

（一）打造特色旅游文化产业 

池州要结合自身现有的旅游文化资源,积极推进石台原生态最美山乡旅游目的地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休闲产业发

展，打造环九华山最美自驾风景道、沿秋浦河等特色旅游廊道，建设一批精品民宿、研学基地，推进旅游多业态发展。发挥文

化旅游集团以及文化旅游产业的资金投资和引导作用，加快全市旅游资源整合和联投联销,加强与长三角区域内大城市国际旅游

的产业对接（如图 3所示）。沪苏浙皖共同签署的《长三角地区高品质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战略合作协议》,提出了打造旅游和

文化传播、发展为一体的文化产业，池州市要发挥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的优势，在产业规划、文化宣传、继承传统、旅游营销

等方面扩大合作，谋划争取开发皖浙 2号健康之旅（富硒），延长幸福产业链条.加快将旅游业培育成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二）深化与沪苏浙地区合作 

池州要不断深化与沪苏浙地区合作.加大与沪苏浙地区政府、重点企业交流,对标沪苏浙产业园区，推动全市各开发园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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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打造长三角产业合作发展实验区。充分利用平天湖风景名胜区优越的宜居宜研环境，积极吸引大学大院大所、央企和

行业龙头企业研发中心设立分支机构、研发基地和成果转化平台，培育发展以研发服务为重点，知识产权服务、技术转移服务、

中介咨询服务、创业孵化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为配套的科创服务业，加快高新技术研发、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

化，构建源头创新一技术开发一咨询服务一成果转化全链条创新体系，形成全省有影响力的科创服务业集聚区。加强与长三角

城市群产业合作，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全面提升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水平，加强与长三角城市群在基础设施.旅游

营销产业配套，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努力打造长三角发达地区先进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基地。 

（三）民生一体推进 

推进环保、就业、社保、医疗等一体化，强化生态系统和空间保护，依托生态优势变发展优势，合力共筑长江生态廊道，

不断加大城市形象和旅游产品推介力度。充分发挥“富山、富水、富硒、富氧”优势，促进大健康产业与一、二、三产业互融

互促，全力打造中国健康养生首选地。打响户外运动、颐养池州品牌，打造国际知名的健康医疗服务、养生养老基地。开展长

三角区域养老一体化试点，统筹规划全市养老产业布局.与长三角试点市建立养老共建对接合作机制，推进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

台对接和长三角“线上+线下”养老服务地图共享。确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池州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成为人人向

往的宜居宜业宜游城市。 

（四）建设“轨道上的池州” 

全面了解长三角轨道交通的体系规划以及长三角区域铁路网规划.结合自身已有的现状.全面对接长三角的交通运输体系，

贯彻落实“东进为主”“通达江海”的策略，加快建设高速公路的待通路段，不断提升向东高速公路运输效率，促进整体交通

运输体系的东向融合发展.建立起一个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综合性枢纽城市。以交通互联互通为突破口，紧紧围绕高质量交通

一体化发展需求,加快武杭高铁池州至黄山段、德上高速池州至祁门段、九华山机场扩建、池州港扩建和长江干流航道水深标准

提升、重要通航河流航道整治等互联互通项目建设.积极推进上至合肥.下至武汉,东至杭州的沿江立体综合交通走廊，努力成为

长三角区域中重要的枢纽城市。 

四、结语 

从整体上看,池州市的地理位置较为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受地形以及一些政策的影响,和长三角地区其他地方相比经济

并不发达，甚至可以说处于劣势地位。所以池州要想奋起直追.在经济上进一步赶超其他地区还是存在一定困难.所以如何做到

结合自身特点，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池州市应该利用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旅游文化底蕴，结合

自身已有的特色产业，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经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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