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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樊立慧 宛月琴

7月29日皖粤经贸合作即将拉开大幕

皖江新语境下的皖粤“牵手”
7月29日，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将率广东省政府考察团来

皖，规模空前。而去年10月，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王三运率

安徽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阵容庞大。

两省的高层互访，为经济往来、企业合作搭建了沟通桥

梁。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的语境之下，两

省的“牵手”，又要演绎什么样的故事？7月初，本报记者南下

广州，试着寻找两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7月初的广州，天气炎热，海风吹来一丝湿润。即使到处

飘荡着听不懂的粤语，广州却并不难融入，友好的指路和热

情的招呼，这个城市总是充满着包容性。

广东人对安徽并不陌生，也不单单因为目前这块土地上

的主政者，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是咱们的安

徽老乡。比亚迪的王传福、融捷投资的吕向阳，甚至是在珠

海铩羽却又东山再起的史玉柱，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也是安徽

人。7月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汪一洋谈到古徽商，“徽商有闯劲，敢于冒险，文化

底蕴深厚。”

7月9日，广州白云区的东旺食品批发市场，潮汕商人方

志炎关于安徽的印象就是“曹操头”，其实也就是安徽亳州的

古井贡酒。“‘曹操头’以前在广州市场销售还挺好，中间有低

落，还好，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而在记者来粤前夕，中国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大师吴琼

等著名演员带着黄梅新剧《严凤英》在广州、深圳、佛山等多

个珠三角城市巡回演出，悠远的黄梅调也吸引了不少广东人

的眼球。

安徽元素似乎在广东并不难寻。有了印象，就有了交

情，也就有了下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携手 广东人的安徽印象

在广东省经信委经济协作处副处长罗岿看来，安徽人的

招商本领值得学习，积极主动上门吆喝。

以广交会和中博会等为平台，安徽与广东两省已从制

造、商贸、房地产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发展到投资、旅游、劳务、

文化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全方位的合作。

“在一定意义上，两省的经济已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形成了融合发展的格局。”越来越多的广东企业把安徽作为

对外拓展的首选地。据统计，目前广东在皖企业已有2000多

家，投资总额达3000多亿元，投资领域十分广泛，为安徽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悉，我省的海螺、马钢等企业也进入广东投资兴业，开

拓市场。同时，全省有100多万人常年在广东务工经商，参与

广东经济建设。

去年10月，张宝顺、王三运率领安徽党政代表团赴广东

学习考察。深圳华为、腾讯、比亚迪等公司，都留下安徽考察

团的身影。

座谈会上，双方共同签署了两省深化经济社会战略合作

的框架协议，约定进一步加强市场开发合作、进一步加强产

业转移合作、进一步加强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加强旅游合

作、进一步加强劳务合作。

伸手 积极的安徽态度

时间来到2010年12月，合肥高新区集中开工26个工业项目，总投资额为

106.9亿元。其中，粤企美的、格力两大空调巨头同时启动中央空调项目。

看来，皖粤两省既有合作的渊源，也有合作的眼前实际。

2007年，汪洋主政广东后，提出了“双转移”，即劳动力转移和产业转移，

具体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

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

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才提出时，不少小企业不理解，等到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很

多企业才感觉到汪洋的高瞻远瞩。”7月7日，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

副主任林江表示，“早转型，早布局，才有出路，不少企业才恍然大悟。”

汪一洋则以家电产业为例，家电曾经是广东有竞争力的产业，“上世纪80

年代相当鼎盛，90年代还可以残喘，而到后来，广东的人员成本高、土地容纳

量有限、技术损耗大、产品更新换代快，广东的家电产业纷纷转移。”

汪一洋也表示，广东一直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金融危机让他们把眼光

从出口转向了内销，有战略眼光的企业早已经开始了布局华东、华中、华北等

市场，美的、格力等企业也就四处设厂。

联手 汪洋主政下的“双转移”

广东的政府行政力不够，这也让“双转移”的承接地不仅仅局限在广东省

内，更多的市场行动，让包括安徽在内的省份有了机会。

而在2010年初，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得国家批准，“设立和

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具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有利于加快

安徽发展，有利于促进中部崛起，有利于实现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有利

于在更大范围内探索实现产业转移的新路子。”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解

读皖江示范区时这样认为。

也就是说，对于安徽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省的事情，已经上升到国家层

面，是安徽的使命，也是国家战略。安徽在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同时，也要

主动承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

“2008年到现在，已经有二三十家省（市）政府过来招商。”汪一洋表示，

“皖江示范区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工、土地成本都有吸引力，而此前，皖粤合作

也有基础，皖江的吸引力还挺大的。”

广东想转出，安徽又有承接的需要，双方当然可以一拍即合。

握手 皖江示范区的战略使命

在经济脉动前沿的广东，有很多值得安徽学习的地方，四处活跃的粤商，

也有很多精神值得安徽的企业家们学习。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广东人的务实精神，开拓精神，特别能吃苦。”安徽

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表示，粤商待人诚恳，最值得信任。

汪一洋认为，广东商人的包容性特别强，不排斥他人，开放性很强，只要

认定了你这个朋友，就会特别信任你。

“粤商喜欢亲力亲为，事必躬亲，反应快，对新知识有渴求，喜欢和专家、

学者交流经验，愿意参加各种论坛，发表观点，这一点值得徽商学习。”林江认

为，“粤商与政府的关系好，很多企业家愿意与官员打交道，听他们分析政策，

构建新型的政企关系。”

“产业转移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转移，我们也希望安徽各级政府对粤商大

力支持，创造好的条件，进行人才支持，在安徽赚得盆满钵溢。”罗岿表达着自

己的希望。

而作为7月29日皖粤经贸合作的“预演”，7月5日上午，由广东省人民政

府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粤皖经贸合作推进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安徽

省现场推介合作项目3027项，涵盖了工业、农业、文化旅游、商贸服务、物流、

基础设施、房地产、国资、产业集中区九大类，总投资26670亿元。

招商的大幕再次拉开，一出出产业转移的好戏，也将陆续上演。

援手 学习“粤商”好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