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经开区
打造“百亿”产业基地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高振中介绍，淮南市政府已将煤机装

备制造基地列为开发区“十二五”发展的重点

产业，提出开发区要打造“百亿”煤机制造基

地，到2015年，开发区煤机装备制造基地总投

资50亿元，年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以上。

合肥经开区
最具投资潜力开发区

作为国家级的开发区，合肥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发展已经跃上了另外一个高度，

经贸发展局局长张露介绍，十二五期间，

将培育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与

生物医药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打造

家电、装备制造2个千亿元级产业。

2010年在《经济观察报》和中国区域

经济学会评选的“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开发

区”中，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位居全国第

二、中西部第一。

“国家号”已有12家，发展到了临界点

我省开发区吹响转型升级号角
7月22日，2011年全省部分开发区座谈

会在六安召开，全省近30家开发区参会。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我省开发区已经到了转型

升级的临界点，而作为职能主管部门、服务

开发区的“娘家人”，省商务厅厅长方西屏表

示：理清关系，支持发展，加大对开发区的政

策支持、培训、服务力度。

安徽省外商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省

商务厅开发区处处长卢宏世介绍，2010

年，全省90个省级以上开发区（下简称“全

省开发区”）完成实际利用外资30.2亿美

元、固定资产投资 3627 亿元、财政收入

516.5亿元，工业增加值2303.6亿元，分别

约占全省总量的 1/2、1/3、1/4、2/5，为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今年的成绩也不错，据悉，前5个月，

全省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86.4 亿

元，工业增加值1402.1亿元，财政收入248.6

亿元，税收收入195.3亿元，进出口贸易额

47.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8.5亿美元，同

比增长70.1%，高于全省平均增幅近22个百

分点，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56.9%。

近年来，省商务厅因成功举办了数次

省级境内外大型经贸活动备受客商关

注。开发区处充分利用活动平台，大力促

进开发区招商。今年4月，省商务厅开发

区处组织有关开发区参加了安徽经贸文

化宝岛行活动，共签约20个投资项目，投

资总额75.4亿美元。

据省商务厅开发区处副处长吴祖

送介绍，自2010年成功推动安庆经济、马

鞍山经济、芜湖高新和蚌埠高新的顺利

升格，合肥出口加工区成功设立后，今年

初，经过多方努力，铜陵经济、滁州经济

和池州经济也获批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至此，我省已有12个国家级开

发区。

“目前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申请

已上报国务院。我们积极支持淮南、宣

城、芜湖新芜、宁国等开发区升级，配合有

关部门，积极推荐马鞍山慈湖经济开发区

升格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吴

祖送表示。

上半年省商务厅相继组织召开了淮

南、淮北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区评审会，同

时，指导濉溪、六安、宁国等开发区做好扩

区的前期筹备工作。

卢宏世表示，首先加快开发区发展形

态转型，开发区转型升级的关键是经济结

构的优化和产业层次的提升，重点推进三

类形态园区的建设：加强多元化园区建

设，实现载体平台的整合提升；加强特色

产业园区建设，实现产业水平的全面提

高；加强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实现工业与

环境的协调发展。

其次，要推进开发区发展内涵转型，

即由外延发展向创新发展转型，充分发挥

我省开发区的开放优势和产业优势，开放

式配置科技资源，聚集国内外各类创新要

素，增强开发区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开

发区向质量效益性发展。

此外，促进开发区支撑环境转型，由

政策驱动向提升环境转型。要加强建设

发展平台，包括投融资平台、人才支撑平

台、政府服务平台、宜居的生活平台。还

要开发区推动体制创新，完善考核体系，

加大政策支持。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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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资占半壁江山 成绩 12家开发区跻身国家级

任务 转型升级“箭在弦上”

六安金安经开区
打造“永不落日”的车展

2009年3月才挂牌的六安金安经济

开发区，是一个青年军，不过势头也相当

猛。管委会主任杜坤向记者描述了一个

场景，要在经开区建设汽车大市场，打造

“永不落日”的车展，网罗一、二、三品牌

的汽车进行展示，各类4S店在这里都设

点，在这里想什么就买什么。

除了车展，汽车精品配饰市场、汽车

零部件市场，把整个产业都做足，5年内

汽车园区的目标是打造百亿园区。

蚌埠高新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异彩

蚌埠高新区紧紧围绕主导产业提升

产业能级，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

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管委会副主任黄

穗介绍，目前，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初

具雏形。在高端制造业领域、节能与环

保技术装备领域，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玻

璃和碳纤维新材料、光伏发电领域，高新

区都拥有一批技术水平较高，成长性较

好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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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近的任务就是冲击国家级开发

区，这是一张名片。”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周耀告诉记者，六安经开

区规模以上企业达到60家，产值1亿元以上

的企业有30家，超过10亿元的有5家。

在周耀看来，六安经开区区位优势明显，

三条国道、四条高速、四条铁路环绕，交通便

捷，资源丰富，享受皖江城市带、大别山区、合

肥经济圈等政策，叠加优势明显。

能吸引客商，对开发区来说非常重要，周

耀就讲述了艾莱依落户的故事，本来客商去

淮南投资路过六安，被他们“拦截”下来，带着

客商去看六安的羽绒厂。几天接触下来，较

为齐全的产业链，非常热情的服务让客商动

心了，艾莱依决定把总部都搬到六安经开区

了，投资4亿元，项目即将开工。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六安开发区将全

力打造先进制造产业、轻工纺织产业、新型建

材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大

百亿元”产业板块。周耀介绍：“十二五期间，

是六安经开区的跨越时期，我们以大发展定

位，大招商突破，大项目推动，大产业提升，大

环境保障。”

六安经开区
冲击国家级金字招牌

濉溪开发区
一任接着一任干

濉溪经济开发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王莉认为，濉溪经济开发区经济能够

快速起跳就是因为找准了一条适合的发

展思路后，开发区一班人不争论、不动摇，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

叶集经开区
做“无中生有”的文章

“叶集什么都没有，地下没有矿，地上

没有良田。”叶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杨华胜表示，即使条件不好，作为省

级开发区的叶集经开区也做着“无中生

有”的文章。

木竹产业是叶集的传统产业，木竹加

工在华东甚至全国都很突出，从业者有3万

人，1000多家企业，叶集经开区也因势利

导，规划并启动了8个平方公里木竹产业园

建设，木竹产业未来的产值瞄准100亿元。

砀山经开区
建设绿色生态园区

围绕着水果产业，砀山引进了海升果

业、汇源果汁等企业，到2015年末，力争果

蔬加工业产值超过70亿元。

砀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樊振

敬表示，开发区成立6年来，在发展区域循

环经济，建设绿色生态园区方面做了一些

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较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