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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安徽经济的N个面孔：

移、变、减、引，崛起的大手笔

2010年的安徽，经济生活中的鸿篇巨

制绚丽夺目。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日

益深入，到承接产业转移“激荡”皖江，从

节能减排的“攻坚决战”，到搭建“史上最

牛”的引商平台，安徽崛起，气势如虹。

2010年的安徽，是推进科学发展、全

面转型、加速崛起、兴皖富民的重要一年，

更是宏论迭现、政策叠加、机遇空前的一

年。这岁末年关之际，本报梳理 2010 年

热词，回眸 2010 年安徽经济生活的生动

面孔，找寻属于安徽的 2010 年经济记忆

…… 记者 宛月琴 沈娟娟

【故事】

“我爷爷的爷爷是安徽人，所以我也

是安徽人。”

在今年6月召开的徽商大会上，江苏

无锡侨联集团执行副总裁曹一平用追根

溯源的方式开了场。

曹一平告诉记者，来到安徽后，他才

知道什么叫山清水秀，“这样的地方才是

企业家门投资交流的福地，皖江示范区获

批，今年一定会投资安徽”。

【回眸】

今年，越来越多的外地和外国客商第

一次踏上安徽的“土地”，这都是归功于在

合肥举办的一场接一场的省会。

从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到中国企业500

强大会，从自主创新要素对接会到全国知

名民企对接会，中国舞台上让人很难忘记

“安徽力量”。

外地和外国企业家来安徽“掘金”，而

安徽本土企业则施展浑身解数，展现自身

“魅力”。

刚刚在合肥落幕的安徽省与全国

知名民企发展会议上，我省招商引资的

舞台上多了不少成果。据记者了解，会

上所签署的各种合同、协议及意向项目

总金额逾1.8万亿。

【评析】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

孟复这样认为，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

点，有着优良的改革传统；随着国家区域

战略布局，安徽的区位优势更为突出、资

源优势也日益明显。“安徽已经成为民营

企业兴业发展的一方热土”。

【故事】

合肥，安徽省江苏商会。

“以前苏商1家2家试探过来，现在是

10-20家转移过来”。在合肥十几年，合肥

大陆行公司董事长、安徽江苏商会会长陆

体才亲身感受到合肥的变化：一天一个

样，尤其是2005年大拆违后。

“江苏与安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

陆体才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有1900多家江

苏企业在安徽发展，有6000多名江苏籍的

企业家活跃在安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批之后，更多的苏商

都瞅准了安徽这个市场。

【回眸】

2010年，历史会记住那一个令安徽永

远难忘的时刻：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标志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安徽第一个

进入“国字号”的规划，也是安徽未来加速

崛起的“金钥匙”，更是国家层面探索产业

转移新模式的深入探索。

八百里皖江，激荡起火一般的热情！

“建设皖江示范区，一年打基础，三年

见成效，五年大发展。”省长王三运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们正在边打基础，

边上项目，边搞招商。

在刚刚过去的 12 月 26 日，沪、苏、

浙、皖三省一市又签署了《关于共同推

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

设合作框架协议》，再一次“给力”安徽

皖江示范区建设。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省委书记张宝

顺指出，一年来，示范区建设进展顺利、开

局良好，产业转移效应初步显现，一批重

大项目纷纷落户，示范区越来越受到海内

外客商的关注和青睐。

【评析】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表示，建设皖

江示范区，既是推动中西部地区自我发

展、促进东部沿海产业升级的迫切需要，

也是探索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的重要举措，

各地和国家有关部委要进一步深化对做

好产业转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以更

大的力度推进示范区建设。

【故事】

铜陵，华源麻业有限公司

“淘汰了落后产能，企业会更加依靠

科技创新来突围。”

铜陵华源麻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亚

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0年，对他们

来说，一部分产能不能上了，压力自然是有

的。

但刘亚平心里清楚，淘汰这些落后

产能，不仅是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是十

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需要，对企业

自身来说，也是加速产业升级、转变发展

结构的契机。

实际上，铜陵华源麻业有限公司已设

有自己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具有较强的

科技创新和新产品开发能力。

【回眸】

节能减排是一场“全国战役”，更是中

国对世界的承诺。

特别是2010年，十一五的“收官”之

年，也是节能减排“交考卷”的最后时刻

……这一“攻坚决战”，安徽打得怎样？

来自省经信委的最新信息也显示，据

各方面情况预测，我省可以全面完成十一

五万元GDP能耗下降20%的节能目标。

无论是淘汰落后产能，还是开展特

色的全民节能体验活动，无论是通过技

术改造升级产业结构，还是强化督查实

行节能“一票否决”制，都有利于我省十

一五节能目标的完成。

【评析】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唐

志祥分析，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一

方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使之更为

合理，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也

势必会“抛弃”不少中小型企业，在一定

程度上可使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大，有利

于业内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

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淘汰后，能够提高

节能、低耗的生产水平，带动低碳经济的

发展。

【故事】

泾县，榔桥镇。

“以前都是自己在家倒腾，农闲时做

些竹制品卖点钱贴补家用”。在李跃贵看

来，镇上大大小小的木竹制品店，也就这

几年才像笋儿似的，长起来的。而他自

己，几年前或许也不会想到，他店里的竹

制品已经漂洋过海，卖到了国外。“政府鼓

励我们走产业集群路线，大家都做这行，

都把山里的资源挖掘好，才有好前景”。

【回眸】

记者注意到，省经信委刚刚认定了43

个产业集群专业镇，其中，就有泾县榔桥

镇。

省经信委有关人士表示，这些产业集

群专业镇的打造，正是我省转变增长发展

方式的一个缩影，由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转

而走向集约型的发展之路，产业集聚、结

构优化、绿色GDP……只有“变”了，才会有

新的更好更快的发展。刚刚闭幕的中共

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制定“十二五”规

划，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线，也就意味着，“增长”将首变“发展”，注

入国家五年规划当中。

【评析】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许光建表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换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的指导性，表明中国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

时，更加重视经济的构成和增长的质量，

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移 承接产业转移“激荡”皖江

变 经济发展方式“变变变”

减 节能减排完成“攻坚决战”

引 引商盛会上演“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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