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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加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机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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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省自从提出“东向发展”战略以来,特别是 2016 年 5 月国家出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之后，其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省经过近几年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由其初的“积极融入”长三

角阶段，变为“主体推动”阶段。驱动长三角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动力和引擎是科技创新，安徽省积极共建共享

长三角创新平台，构建现代产业创新体系，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同时也在促进一体化发展的产业协调、

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也有较大作为，以此为契机抓紧实施更高质量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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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分析 

（一）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范围之内，以上海为核心，由联系紧密的 26个城市组成，占地面积 21.17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5亿人。长三角城市群经过近 40年的发展，城市群规模由小到大，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创新能

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和吸引人才最多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城市群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 2.2%,人口总数约占全国 ll%。其创造的

生产总值约占全国四分之一，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长三角城市群与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和英国的伦敦等全球城

市群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一是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相对较弱，中心城区人口压力大;二是城市

群发展质量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三是城市包容性不足，外来人口市民化滞后；四是城市建设无序蔓延，空间利用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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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环境质量趋于恶化；六是多元地域文化和多种地区利益诉求并存，在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存在较

大差异。因此，长三角城市群迫切需要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转型升级，向更高质量发展迈进。 

（二）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目标要求 

2018年 11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进博会”开幕式讲话中明确提出，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而

为长三角城市群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沪苏浙皖“一市三省”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以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为引领，构建网络化、开放型、一体化发展格局，联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世界

级产业集群,加快形成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培育新的发展动能。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城市群同城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各城市群之间高效联动；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

立，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成为全国重要创新策源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本实现；轨道上的长三角基本建成，省际公

路通达能力进一步提升，世界级机场群体系基本形成，港口群联动协作成效显著；生态环境共保联治能力显著提升，生态环境

协同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体系基本建立，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 203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 

二、安徽加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相关综述 

(一)安徽加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文献研究 

目前，关于安徽加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相关研究情况及其所形成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宋宏认为,作为长三角西翼腹地区域的安徽地位在发生变化，即“积极融入”的过程已经完成，进入“主体推动”阶段;程

必定认为，需要从促进一体化的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政策、一体化的社会公共政策、一体化的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政策三个

方面，制定和完善一体化促进政策;胡艳认为,驱动长三角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动力和引擎是科技创新，建议扩充现有的 G60

科技走廊 9 市，增加南京为第 10 个成员城市,在此基础上共建共享长三角创新平台，构建现代产业创新体系，推进形成有国际

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姚玫玫认为，安徽可以利用自身的区位基础、资源基础、产业基础、交通基础和合作基础等优势，加快融进

长三角并与长三角相得益彰地发展;吴晓勤和吕连生提出安徽省分层次、分时序融入长三角的模式,探讨了“东向发展”安徽省

域城镇发展总体战略。 

(二)对安徽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关研究情况的简评 

上述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为安徽深度参与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础，有着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但在某些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安徽在深度参与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中的角色转换与功能定位方面还缺乏深入研究;二是安徽深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还需要深入分析;三是安徽深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劣势缺乏系统的分析。 

三、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给安徽带来的 

重大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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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关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规划，明确了安徽纳入长三角，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将会更加密切安徽与长三角其他两省一市之间的联系，

同时也给安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将给安徽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着

多种挑战。 

(一)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给安徽带来的重大机遇 

1.有利于把合肥加快打造成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在国家出台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已明确提出把合肥打造成内陆开放型

经济高地。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中，已明确提出安徽省会合肥与江苏南京、浙江杭州等成为长三角的副中心，从区域性综合

交通枢纽变成了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随着新的开放政策措施的出台与贯彻落实,将有

利于把合肥加快打造成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2.有利于安徽加快培育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已明确提出合肥都市圈是支撑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五大都市圈之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随着各种生产要素向合肥都市圈的集聚，合肥都市圈将

有可能发展壮大为江淮城市群，这将有利于安徽培育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3.有利于加快安徽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的步伐。安徽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西大门”，处在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

带承东启西的地理位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随着沿江发展带和沪宁合杭甬发展带在安徽境内的延伸和扩展，

通过长三角一体化合作平台，将有利于安徽发挥“圈带聚合”效应,激发出更大发展活力，依托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的品牌优势,

形成加快发展态势,促进安徽在中部地区的率先崛起。 

4.有利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优势的充分发挥。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依托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将加

快形成合肥与上海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间的科技合作发展轴，这为安徽经济转型升级和对外开放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支撑。 

5.有助于安徽实现水清岸绿产业优化的高质量发展。安徽在长江拥有八百里皖江，加快皖江产业带的经济转型升级，实现

水清岸绿产业优,是安徽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 

（二）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给安徽带来的多种挑战 

1.经济发展差距面临的挑战。在长三角三省一市中，沪苏浙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经济实力都较强，而安徽在经济发展

水平上相对较低，经济实力较弱，这从近五年来三省一市地区生产总值的规模上可以得到反映（见表 1）。 

表 1三省一市近五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情况 

亿元 

地区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上海 25123.45 28178.65 30632.99 32679.87 38115.32 

江苏 70116.38 77388.28 85869.76 92595.40 99631.52 

浙江 42886.49 47251.30 51768.26 56197.00 62352.00 

安徽 22005.63 24407.62 27018.00 30006.80 37114.00 

数据来源:2015-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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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在深度参与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方面缺少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在推进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显得有些力

不从心。 

2.绿色环保标准统一面临的挑战。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省一市的绿色环保标准要统一。沪苏浙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

实行高标准的环境保护有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对有些污染性企业进行改造或升级困难相对少一些。而对于安徽来讲，意味一些

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有的企业将会被“关、停、并、转”，企业职工面临的转岗和再就业问题较突出。 

3.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目前，上海、江苏和浙江都是“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而安徽的产业结构虽然逐年

在优化,但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现在仍然是“二、三、一”的产业结构，不仅与长三角其他两省一市相比产业结构水平低（见

表 2），而且与全国的产业结构相比，产业结构水平也较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只有加快转型升级与科技合作，

进行产业对接，才能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高质量地发展。 

表 2三省一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情况 % 

地区 2015 2016 2017 2018 

上海 0.4：31.8：67.8 0.4：29.8：69.8 0.4：30.5：69.2 0.3：29.8：69.9 

江苏 5.7：45.7：48.6 5.3：44.7：50.0 4.7：45.0：50.3 4.5：44.5：51.0 

浙江 4.3：46.0：49.8 4.2：44.9：51.0 3.7：42.9：53.3 3.5：41.8：54.7 

安徽 11.2：49.7：39.1 10.5：48.4：41.0 9.6：47.5：42.9 7.8：41.4：50.8 

数据来源:2016-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4.发展理念差距面临的挑战。从历史上看，沪苏浙对外开放较早，基本上属于江南文化和海外文化相融合的地区,现代文化

的氛围较浓，这主要表现在发展理念方面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安徽除了皖南和沿江地区受江南文化影响之外，皖北地

区受淮河流域的农耕文化影响较深，又与国外交流较少，表现在发展理念方面往往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因此,安徽还有

待通过区域文化交流，形成先进发展观念，以利于共同应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面临的各种挑战。 

四、结语 

因此，安徽深度参与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在机遇方面有叠加效应,为安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加快发展

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突显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为安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机遇是潜在的，挑战是现实的，安徽

在深度参与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只有抢抓机遇，扬长避短,有效应对挑战，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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