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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发力战略性新兴产业
要圆“万亿梦”，再造一批“京东方”、“三安光电”

进入“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安徽萌发了发力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雄心。

日前，省委、省政府通过了

《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0

年省政府一次性安排25亿元专项

资金，今年起到2015年，省政府每

年还将拿出 5 亿元，用于各地建

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资金和风

险投资引导基金。除了财税政策

之外，还从金融政策、市场政策、

开放政策提出支持意见。

记者 樊立慧

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潜在的支

柱产业”，也就是说，未来的支柱产

业。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新华

社采访时就表示，科学选择战略性新

兴产业非常关键。选对了就能跨越发

展，选错了将会贻误时机。

省发改委负责人告诉记者，历史

经验证明，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后，都

必然带来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

催生出一批新兴产业并引领新一轮经

济增长。

记者了解到，各省市纷纷采取行

动，努力抢占发展先机，广东、江苏、上

海、浙江都推出了自己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策略，中部各省也纷纷采取

措施，湖南省正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

业规划，河南省、江西省也正在行动。

可以说，以培育新兴产业为重点的

新一轮区域竞争已经拉开帷幕。

时不我待。安徽似乎

又一次站在起跑线上，还是

不能输掉的起跑。

另一条
输不起的起跑线

我省科教资源丰富，经过多年培育

与引进，已经在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

型显示、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了

一定的产业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电子信息、

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公共安全、新

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八

大产业产值达2817亿元，增幅4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3054个。数据表

明，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总体水平

上具有大力培育和快速发展的产业基

础，也具备成为支柱性产业的可能性。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传统产业仍

是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丢不得也

不能丢，但要适应形势调整结构。对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如果工作做得

好，完全有可能在一些领域率先突破，

形成若干支撑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

省发改委负责人认为，“如果我们在新

一轮竞争中不能够迅速行动的话，只能

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只能永远落后。”

安徽新兴产业基础还行

省发改委负责人介绍，从国内外的

经验看，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必须在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前提

下，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健全财

税金融政策支撑体系，扩大对外开放。

2010年我省一下拿出25亿元专项

资金，从现在起到2015年，省政府每年

拿出5亿元，设立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引导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重大项目、

重点企业、产业基地、创投基金等。除

了财税政策之外，还从金融政策、市场

政策、开放政策提出支持意见，力度相

当大。

“围绕创新药物、节能产品、废弃物

处理、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关键领域，

组织实施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对于符

合经济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技术发展方

向的重大创新产品，由政府首购或订

购。”省发改委负责人建议，引进来要注

重领军企业和关键技术，支持走出去设

立境外研发机构，开展国际技术合作。

安徽奉献政策“大礼包”

记者了解到，在《国务院关于加快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中，提出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电

子信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

根据我省实际，《意见》确定的发展

重点为八大产业，即上述七大产业加上公

共安全产业。这七大产业领域发展侧重

点有所不同。例如，我省电子信息产业着

重于平板显示、信息家电、半导体照明；节

能环保产业以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为主等。

省发改委负责人告诉记者：“增加

公共安全产业，主要是考虑到，公共安

全产业是我省特色优势产业，前期省里

在引导发展上也做了大量工作。”

记者了解到，由于全省各地的基础

条件不一样，《意见》特别提出，各地要

结合自身实际，选择有基础、有条件的

若干产业重点培育发展，鼓励各地积极

发展其他各具特色的新兴产业。

记者了解到，到2015年，我省力争

新兴产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电子信息、

节能环保、新材料等产业产值超过千亿

元，部分行业居全国领先地位；建成若

干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

重要支撑力量。

未来要发力八大产业

2010年，京东方量产，带动的可是整

条产业链往安徽的转移。战略性新兴产业

需要大企业承担、大项目带动、大基地支

撑，同时，围绕产业来聚集人才、进行技术

攻关、建设创新平台，形成“领军企业—重

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

的发展格局。

看来，最重要的还是领军

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基地，

因此《意见》提出实施“千百

十工程”，每年支持20家左

右重点企业做

大做强，建设

200个左右重

点项目，推进

2个以上特色

新兴产业基地

建设，到 2015

年，扶持 100 个

左右重点企业、

建设1000个左右

重点项目、建成

10 个左右特色产

业基地，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未

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京东方”、

“三安光电”等企业落户安徽。

记者了解到，省委、省政府还将采

取进一步措施，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火烧得更加旺一

些，要把战略性新

兴产业打造成今

后几年的支柱

产业。

多一些“京东方”、“三安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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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角浮出水面
昨日，省经济信息中心发出一份预测，中部地区经济将迎来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武汉、长沙、南昌

将组成“中”三角，皖江城市带等各个省份的“圈”和“带”，也构成发展的载体。 详见B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