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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 

阜阳承接产业转移研究 

焦守猛
1
 

(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安徽 阜阳 236000) 

【摘 要】：在安徽整体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阜阳在产业基础弱、配套能力差、投资环境不优的情况下,如

何利用既有优势,提升弱势,抓住发展新机遇,立足新定位,筑牢产业基础,探讨做好高质量承接产业转移、促进阜阳

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跨越式发展路径和策略,为奋力建设实力阜阳、大美阜阳,打造带动皖北、支撑中原城市群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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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融入长三角的意义 

2020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

量两个关键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2018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一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 5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简

称《规划纲要》)通过审议,明确安徽全域加入长三角。“没有皖北地区的加快发展,就没有安徽的加速崛起和全面建设小康”,

皖北地区正是安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的关键。安徽加入长三角后,不仅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带来社会经济发展,也为长三

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血液。 

2 阜阳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2.1阜阳在安徽融入长三角中的新定位 

《规划纲要》明确阜阳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新地位、新要求,也为阜阳发展带来新机遇。《规划纲要》提出,加强长三角

中部地区与苏北、浙西南、皖北地区的深度合作,加强徐州、衢州、安庆、阜阳等重点城市建设,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协调发展。 

根据《安徽省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行动计划》及《进一步推动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阜阳被赋予新使

命,打造区域重点城市和带动皖北、支撑中原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没有阜阳的现代化就没有皖北的现代化,就没有长三角

高质量一体化。围绕新定位,阜阳着力提升辐射带动区域合作发展能力,加强与长三角、中原城市群、淮河生态经济区等中心城

市的有效联动,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能级,建设国家重要物流枢纽城市、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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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现状及比较优势 

2.2.1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桥头堡 

阜阳是长三角与中原城市群以及徐州、武汉都市圈和合肥经济圈的交汇处和重叠处,阜阳是承接长三角产业和创新要素向中

西部转移的桥头堡。中科院叶大年院士指出,阜阳地处南京、武汉、合肥、郑州等大城市的“围空区”,具有成为特大城市的环

境和地理优势。 

2.2.2长三角地区重要交通节点城市 

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四网交会的立体交通网络,使阜阳区位和交通优势愈发显现,有利于密切与长三角联系交流和贸易

往来,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向阜阳集聚、产业向阜阳转移。作为连接长三角与中原城市群的时空距离的节点城市,更加凸显阜阳

连接东西、南北的战略区位价值。阜阳是全国物流枢纽城市,是安徽重要的铁路枢纽、第二大高铁枢纽。阜阳北站是京九线上最

大的货运编组站,淮河、沙颍河通江达海,颍州港是皖北唯一的千吨级集装箱码头。阜阳机场已开通 26 条航线,2018 年春运吞吐

量超 80万人次,是安徽第二大空港机场。 

2.2.3资源丰富 

阜阳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种植面积 1455万亩,2019年粮食产量 524万吨,连续 6年突破 100亿斤。肉类产量

54900吨,禽蛋产量 175000吨,为长三角建设高标准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奠定良好的原料供应基础。二是矿产资源丰富,是安徽

四大煤化工基地之一。三是人口多,劳动力市场潜力大。人口 1071 万,是全国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四个地级市之一。2019 年末,

常住人口 825.9万人,15—64岁人口为 520.1万人,占总人口的 62.97%。现有人才约 85万人,专业技术人才约 20万人,技能人才

36万人,高技能人才 8.2万人。 

2.2.4市场空间广 

阜阳地处皖西北、豫东南交界处,是中西部人口稠密地区之一,距郑州、合肥、武汉等中心城市均在 300公里左右,以阜阳为

半径 250 公里范围内,是仅有的具有辐射和吸引能力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该辐射区域总人口超过 1 亿人,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

提高,消费能力增长加快,商品市场及消费空间巨大,为承接转移提供市场空间。 

2.2.5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和主要载体 

阜阳再生资源、医药、化工等主导产业优势突出,拥有 16 个 30 亿元以上产业集群,具备一定的承接产业转移基础。现有 9

个省级开发区,经安徽省政府批准的开发区规划面积 136.7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72.4 平方公里。其中,1 个国家级高新区;2 个

省域内共建产业园区,是安徽借鉴江苏南北合作共建模式,由合肥对接阜阳成立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区。县级层面上,成立临泉庐

阳现代产业园。经过近十年发展,两个园区都取得不错的成绩,也为承接产业转移积累大量经验。同时,阜合产业园区是安徽

“6+2+N”承接产业转移平台,是阜阳市作为承接产业转移集聚试验区的主要载体。 

2.3存在的问题 

2.3.1城市综合实力偏弱,辐射力不够 

2019年阜阳人均 GDP为 3.29万元,居全省最末,约占长三角地区、省中心区 8市和全省人均生产总值的 23%、31.1%和 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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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产业水平、工业基础和人均指标仍处于较低水平;“大边缘、小中心”的区位格局,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不

强。2019年,城镇化水平为 44.62%,居全省第 14位。公共配套能力与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还有差距,水、热、气、垃圾处理等设

施建设滞后;交通通勤率不高,县城到市主城区之间最远需 2小时;医疗、高等教育资源匮乏,职业教育水平较低。 

2.3.2产业配套差,相关成本较高 

2019 年阜阳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3.0∶38.2∶48.8,第一产业比重偏高,产业结构综合配套能力较弱,尤其是三产间配合的链

条不强、不够完善。具体看:一是要素市场不完善,综合生产要素获得成本较高。不仅包括劳动力市场,还包括土地、资本、技术

和职业经理人等。二是市场流通成本,原材料和商品生产成本,基础设施规划和使用、市场交易规模和频率等,与长三角相比有一

定差距。三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有待降低,包括立项、生产许可、法律法规、执行效率等。 

2.3.3有待向人才大市转变 

阜阳虽是人口大市,但大多数劳动者仍来自农村,教育程度较低,人均受教育年龄仅 8.53年,高中以上学历劳动力不到两成。

高素质和高技术人才相对较短缺,专业化的高端复合型技术人才和高端服务业人才紧缺,基础型、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的比例也

亟待优化。 

3 阜阳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 

随着江浙沪“腾笼换鸟”进程加快,阜阳要利用好“级差”,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加快集聚,加大对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完善

交通运输、培养人才、提升产业基础,大力承接产业转移,全面融入长三角产业分工体系,促进高速、高质量发展。 

3.1发挥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一是加强与长三角中心城市合作交流。深化与上海徐汇区、松江市合作,积极参与分工协作。二是加强长三角中心区招商工

作。组建主导产业专业招商团队精准招商。三是创新金融渠道。为吸引产业转移企业,应制定相应的产业金融支持政策和措施。

四是积极探索与长三角共享资源合作机制。推动“平台+合作”创新发展,积极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

搭建创新研发、资源共享平台,吸引长三角成果转化,探索联合研究、成果共享的合作研究机制和模式。 

3.2进一步提升产业配套能力 

一是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建设长三角连接中原经济区的开放枢纽。积极对接国家和长三角重大交通

基础设施布局,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升级市政道路网,加快港口、高速、高铁与机场及城市道路网的互联互通。同时,把加

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发展重点,积极融入“数字长三角”,力争在工业互联网应用和区块链技术应用、5G 布局中率先实现与

长三角融合,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和潜力。二是加强开发园区建设,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综合承载力。着力培育园区第一

产业,提高产业集聚度,努力形成规模效应。鼓励园区深度产业合作,建设跨区域产业合作区,探索“一园多区、园中园”和“双

基”模式,加快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合作。加大政府投入、整合产业扶持资金,通过“基金+项目”等方式吸引资金投入,努力把

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区等建设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阵地、带动全市发展的引擎。三是学习先进理念和方法,简化审批流程,

制定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清单,缩短项目落地和达产时间,做好“四送一服双联”工作,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做

好“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智慧园区”工程建设,开辟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通道,落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实现“一

窗受理、一站办结”。倾力打造“四最”营商环境,努力把阜阳打造成政策洼地、创业福地和创新高地。 

3.3明确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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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建设。 

阜阳应充分利用长三角人才、科技、资金等综合优势,结合农业和人口大市实际,以“554”产业发展格局,探索出适合阜阳

发展产业的路径。例如,围绕长三角,建设绿色农产品优质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推动农产品供给精深加工、物流平台发展,打

造阜阳农产品品牌。着力支持提升原料基地、仓储保鲜、加工等装备水平,大力引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产品

科技化。 

(2)走专精特新之路。 

认真了解长三角产业版图,摸清江浙沪产业转移趋势,动态分析判断,精准对接,引导阜阳中小企业加强与本行业龙头企业联

系,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龙头+配套”错位发展道路。例如,上海是汽车制造中心,阜阳应依托江淮汽车和开乐

专用车产业集群,大力对接上海汽车产业转移,积极打造成上海汽车产业分工的“金配角”。推动“内力+外力”融合发展,加强

本土企业培育,充分发挥企业孵化平台作用,引导和帮助有条件的市场主体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实施产业链精准招商,借外力促

发展。 

3.4创新用人机制,吸引高端人才 

加强与中心区政府和开发区的学习交流互动及专题培训。加强紧缺人才柔性引进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平台建设,实施

升级版“颍淮人才计划”,探索“双休专家”“星期天工程师”工作体系。以阜阳教育、医疗资源和创新平台为基础,申请设立

院士、专家工作站等高端人才基地,吸引本地归来高层次人才,引进院士及其创新团队的学术成果,实现在阜阳转型和产业化。 

阜阳作为欠发达地区要利用长三角承接产业转移机遇,努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腾飞,带动皖北、支撑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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