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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耿勋：

六百多名外国专家在合肥“安家”

“截至今年8月底，在合肥长期生活的外国人已达到

1890人，比去年同期增长5.6%。其中，各类专家600余

人。”合肥市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耿勋告诉记者。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的外国人都觉得合

肥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觉得合肥人特别热情，在这里工

作和学习都很愉快。”耿勋告诉记者。

“前几年没有这么大的出入境量，最近几年增速很

快。城市的发达程度在上升，知名度在上升，生活条件也

在上升，别人自然就愿意来这里工作、学习、旅游。并且来

到这里以后，就可以很快适应这里的节奏和方式。”

合肥边检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合肥整体形象

和旅游环境的日益改善，外国赴皖旅游团数量年年攀升。

再加上稳步上升的商务考察、务工留学人群，国际航班载

客率有了固定的保障，航班架次不断加密，逢年过节还加

开临时包机以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库尔兹压烫科技（合肥）有限公司生产经理万里：

与我在德国的生活，没有差别

万里来自德国的菲尔特，他的德文名音译正好是“万

里”，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万里”。

2010年3月，万里第一次来到合肥，因为公司有意向

将他派驻合肥，他先来考察一下合肥的城市情况。第一个

夜晚，他走出酒店大门，看到璀璨的夜景。相对于自己生

活多年的菲尔特，他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大城市”。

2011年10月份，万里正式来到合肥工作、居住，带着

他的妻子和女儿。

有不少外国人最初对合肥并不了解，在他们的印象

中，“大城市”这个称谓在中国只属于上海、北京等少数几

个城市，所以对于来合肥工作、生活，不是太乐观。

万里也是一样，他告诉记者：“没来到这里之前，我在

想，合肥，在那里生活应该很不方便吧。但是，到这里以后

我才发现，原来这里的生活与那些大城市已经没有区别，

购物、医疗、教育都很棒。”

万里的妻子与很多合肥的家庭主妇一样，在家里照顾

孩子。他们并没有请保姆，洗衣、买菜，都是自己做。万里

说：“一切都很方便，至于买菜，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去

超市里买，一种是一次性付款，每周两次配送。”

他的女儿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万里决定送女儿

到附近的一家幼儿园去，他认为，那里虽然没有专门为外

国小孩准备的老师，但是环境很好，完全可以接受。

有时，他还会到合肥周边的景区游玩，比如九华山。

万里说：“这些地理景观和文化历史非常迷人，我希望能了

解更多，在合肥周边，有很多这样值得去的地方。”

最后，万里和记者说了一个故事。“2年前，我刚到合

肥，去过万达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吧。前不久，我又去了一

次，可这一次都彻底变了，我完全不认识以前的路了。合

肥发展变化的速度真的太快了，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

发展。要不了多久，这里也许就会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

市，我喜欢合肥！”

外国友人安居，本报记者描绘合肥的国际化之梦

地上,缤纷色彩显出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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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招商局局长孙良鸿：

让企业在这个市场里赚钱

“目前，合肥的外资引进呈现加速涌入的态势。”合肥市招

商局局长孙良鸿告诉记者。

整个十一五期间，合肥引进外资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0%。

2011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18.13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今

年，将继续保持这个速度。

外资大量注入工业项目，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对于产业升

级、企业转型发展，起到强力的助推作用。

那么，这些外资为什么会进入合肥？合肥市在资金国际化

的道路上，都打了哪些“牌”呢？

孙良鸿说：“首先，合肥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一个

核心城市，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遇。”

“其次，合肥已经正式成为长三角城市的一员。但和长三角

其他城市比起来有更多优势，合肥是东部的区位，中部的成

本。劳动力、资源的价格等等都有自己的优势。”

“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政府对待企业、对待招商引资的

态度，政府会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条件提供便利，提供保障，让企

业在这个市场里面去赚钱。”

德国大陆马牌轮胎（合肥）有限公司：

一个“轮胎王国”的梦想

2011年5月18日，德国大陆马牌轮胎（合肥）有限公司在合

肥市高新区隆重开业。项目总投资6亿欧元。其中，一期工程

投资1.85亿欧元。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成为亚太地区轮胎行业发展

的焦点。在中国汽车业“井喷”之际，国际轮胎巨头纷纷杀入中

国市场。

2004年，大陆集团宣布将在中国建设第一个轮胎生产基

地。寻找一个最佳的厂址投资，是迅速在中国市场抢占领先优

势的最佳途径。

2007年7月，大陆集团董事会做出决定：立即启动在中国

的乘用车轮胎制造项目，工厂选址在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而这个项目，也成为当时合肥有史以来单笔最大的一个外

来工业企业。

在与国内众多发达城市和地区角逐的过程中，合肥这样一

个发展中的中部省会城市，最终能力拔头筹，背后付出多少艰

辛努力，可想而知。

2012年3月28日，德国大陆马牌轮胎(合肥)有限公司二期

项目在高新区正式开工，总投资额1.33亿欧元。

2012年8月19日，大陆马牌首个两轮轮胎工厂在合肥正式

投入运营。

大陆轮胎项目的到来，让合肥形成大陆、佳通“双轮驱动”，

向着“中国最大的轮胎生产基地”的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七五”计划末，北京、上海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

到目前，全国提出进行国际化建设的城市已多达数十个，

而这些城市，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及区位差异，城市

定位也各不相同。如：厦门——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城

市；苏州——现代化国际性旅游城市；哈尔滨——国际性经

贸城市等等。

合肥，从目前情况来看，距离国际化城市仍有差距，但

这并不能影响她朝着这个目标奋进。虽然还没有正式提出

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口号，但实际上，在合肥的城市精神中，

“开明开放”正是走向国际化的基本前提。

采访能够了解到的内容，无法涵盖这座城市的发展精

髓，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合肥，正在沿着设计者

为她确定的轨道，一路高歌，迅猛前进。

相信，不久的将来，国际化的大合肥，将不再是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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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发改委总经济师朱胜利：

打造国际化现代产业高地

2011年，合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1331.9亿元，增

长46.7%，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3.8%。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76

户，骨干企业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军者，并带动新型平板显示、光

伏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链的逐步形成。

合肥市发改委总经济师朱胜利告诉记者：“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是合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有益探索，带动了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的连续增长。”

现在，三个国家级开发区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战场，完

成产值占合肥全市的70%，并形成了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好

态势，集聚效应已经逐步显现。

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平板显示、量子通信、智能语音等一批

优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其中，平板显示等新兴产业在国内处

于领先地位，在国际竞争中，也是高端产业链里不可或缺的一

环。

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使合肥的外向度和国际化水平不断

提高。

下一步，合肥要向着国际化城市的目标迈进，而高新技术产

业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将是合肥在产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

推手。

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从追赶者到挑战者再到领跑者

“京东方一直走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这是合肥京东方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羽和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他说：“几年

来，京东方在不断发展，与合肥这座城市共同成长。”

国内外的电视机厂商、IT厂商、手机厂商，基本都是京东方

的合作伙伴，其主要产品有近60%用于出口。

与此同时，合肥京东方现在的主要竞争对手，都是一些国际

“巨头”，包括三星、LG、奇美等。即使是与这些“巨头”们同台共

舞，京东方也给自己定了一个艰巨的目标：十二五期间，在规模

上保五争三。

为了保持并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合肥京东方在研发投

入方面非常高，2011年的研发费用，占总成本的9%。而这些投

入也有丰厚的回报，2011年一年就申请专利170余项。

当下，合肥京东方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地位越来越重要，

前不久召开的8.5代线招商会上，很多客户从国外赶来，合作热

情非常高。

在他们的这些合作伙伴中，也有不少都是国际“巨头”，而合

肥京东方希望通过这种合作，不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和主导地

位，从过去的追赶者到现在的挑战者，再到未来的领跑者。

合肥京东方的成功，是合肥在产业国际化之路上奋力搏杀

的一个模版。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