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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皖江示范区作为国家级的战

略发展平台，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发挥

着怎样的作用？又对全省经济产生了

哪些影响？

沈卫国：实践证明，皖江示范区建

设对全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

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1~11月份，

示 范 区 实 现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4268.5亿元，增长21.5%，占全省67.2%；

财政收入1554.8亿元，增长32.7%，占全

省64.3%。固定资产投资7774.5亿元，

增长29.8%，占全省70.5%。

江北、江南两大产业集中区是皖江

示范区建设先行先试的典型代表。目

前，两个集中区20平方公里起步区规划

已获批并组织实施，200平方公里总体

规划文本也已编制完成，现正在积极研

究运作机制，理顺财政、土地、融资等体

制问题。去年，江北和江南集中区按照

边规划、边招商、边建设的思路，全面展

开基本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成功

签约了一批重大项目。2012年，江北集

中区签订15个合同项目，总金额767亿

元；在江南集中区，已有37家企业注册

落户，注册资本19.09亿元。

同时，皖江各市按照布局优化、产

业聚集、用地节约、特色突出的原则，形

成了一批产业集中、关系紧密、特色鲜

明的主导产业群。去年，皖江城市带中

铜陵、滁州、池州三市的经济开发区先

后升格为国家级。

两年前的1月12日，国务院批准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从此“皖江”横空出世，成

为安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如今，“皖江”整整两岁了，在这片喷薄的土地上，发生着哪些变

化？都在上演着怎样的发展大戏？又给整个安徽经济带来了怎样牵动性的影响？

昨日，省发改委、省皖江办主任沈卫国接受本报专访，细数皖江两年的奔腾故事。

星级记者 宛月琴

记者：沈主任您好！昨天是国务院

批复“皖江规划”的两周年纪念日。目

前示范区建设进展怎么样？取得了哪

些成效？

沈卫国：皖江示范区建设正如火如

荼地展开，示范区各地都在进一步加大

工作力度，强化品牌推介，完善载体建

设，改善支撑条件，狠抓招商引资。主

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承接产业

转移的势头强劲。2011年前11个月，皖

江示范区引进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

2884个，到位资金2703亿元，同比增长

61%，占全省总量的70.3%。其中来自

沪、苏、浙项目2661个，到位资金2123.9

亿元；核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42个，投

资总额41.7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24.5

亿美元，分别占全省的 73.6%、75.7%、

74.7%。从这个意义上说，皖江已经成

为资本逐鹿的一块宝地。

此外，示范区产业升级的态势初

步显现。冶金、化工、建材等高载能产

业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上年的

41.64%，下降至39.59%，增速较全省平

均水平少2个百分点。汽车、装备、家

电、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实现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22.47%，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1个百分点，对示范区工业的增长贡献

率达到 53.4%，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公共安全等新兴

产业增幅高达63.3%，高出全省平均水

平12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

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稳步提升。

示范区各市加快培育发展支柱产

业，主导产业大多呈现出几何级数的高

速增长，首位度大大提高。合肥市电子

信息、芜湖市汽车和高端装备制造、马

鞍山市铁基材料、滁州市新能源产业增

幅 分 别 达 148.5% 、357.0% 、135.6% 、

154.4%，高出各市工业平均增幅的数倍

乃至10多倍。示范区对全省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更加明显，2011年1月至11月，皖

江示范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4268.5亿元，增长21.5%，占全省67.2%。

记者：皖江示范区建设已经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在未来一段时间，皖江建设又

将从哪些方面着手？2012 年皖江示范区

建设的重点又是什么？

沈卫国：一是培育和壮大支柱产业。

按照科学发展、错位竞争的要求，培育和

壮大示范区各市的主导产业和首位产

业。二是加快承接载体建设，重点加快两

个集中区、各市集中示范园区等基础设施

的建设。三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重点在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试行有利于承接

产业转移的环保政策、建立适应转移企业

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大

胆探索。

此外，增强招商引资实效性，从重数量

向重质量、规模、综合效益转变，大力引进

产业带动型、科技创新型、资源节约型、生

态环保型项目。

2012年，皖江示范区将推进与长三角、

珠三角、港澳台、中央企业、全国知名民企

的合作发展，研究制订合作共建园区的政

策措施，重点推进中新苏滁现代产业园的

规划建设。重点在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

革、试行有利于承接产业转移的环保政

策、建立适应转移企业发展需要的社会保

障体系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推进体制机

制创新。

【 】“皖江示范区”两周年特辑

省发改委、省皖江办主任沈卫国接受本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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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经济发展“新引擎”

重点培育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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