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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徐越蔷/文黄洋洋/图） 5月22

日上午，2019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暨第

一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安徽芜湖拉

开帷幕，论坛主题为“共筑强劲活跃增长极”。

作为最重要的发展引擎，长三角地区如何

打造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增长极？在当天的论坛

中，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

授徐宪平，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周汉民，科大讯飞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分别

发表主旨演讲，为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贡献智慧。

在三场主旨演讲后，围绕“高质量一体化赋

能强劲增长极”等话题，几位高端智库专家和企

业家代表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长三角建

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一流的国际城市群

的前瞻性研究成果等话题展开圆桌讨论。

记者了解到，2019 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

座谈会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后一市三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是共同研究

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之后

的第一次会议，也是系统检验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成效的第一次会议，对一

市三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携手推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三角地区自古地理相近，人缘相亲。“长

三角区域三省一市从地理上来看是联通的，从

市场上来看，他们也是相互开放的。但是由于

一些行政规定，以及服务平台没有形成对接，从

而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的自由竞

争。”刘志迎说。

因此，刘志迎建议，从政府角度来讲，要取消

各种行政性壁垒。而从企业角度来讲，在取消过

程中能够获得更好的市场交易效率，或者说降低

了交易成本，从而能促进企业更健康发展。

“只有实现了绿色发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

展。”刘志迎还说，无论企业到哪里投资，还是要

具有技术含量，还是要控制好污染，还是要提高

效率，这样才能受到地方欢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刘志迎：

只有实现绿色发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首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高层论坛在芜湖召开

机遇与挑战 共话长三角

东流碧水凭何回？
——长三角一体化下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见闻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长江浩荡东流，至皖江则

稍做蛰伏，便一气冲开天门山。我国唯一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经济

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的战略腹地，正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着力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孕育

和积蓄着“开天门”的新动能。

升级式转移：小拉链拉出大产业
电解铜板和锌锭经过水平或上引连铸、拉丝、退火、延压加工等

工序，“变身”拉链用的异型线材，再通过一台智能拉链成套设备的

加工，“吐”出拉头、拉锁和拉扣。在安徽均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一台台智能拉链成套设备正在被组装调试，等待交

付客户制作拉链。

“小拉链背后是千亿元的大产业，但拉链的源头制造设备以前

一直被国外垄断，通过国内企业的努力，现在局面已经扭转。”均益

公司董事长吴友林说。

日前，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专门组织企业来均益考察。以均益

为龙头，来自沪苏浙等地 11 家拉链制造企业来到安徽池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落户，投资22.8亿元，我国拉链智能装备和高端拉链产业，

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进行转型升级，实现着第二次“集聚”。

不为一企去留萦怀，而是聚集优质要素资源，加速吸收长三角

产业外溢动能，快步走向中高端。

与“小拉链拉出大产业”不同，芜湖通用航空产业园是“高举高

打”。去年，这个产业园已生产了 20 架通航飞机，今年将产量翻

番。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洪雨宁说，起初到芜

湖来主要是中电科集团有很多技术要转移，需要一个产业孵化和落

地的平台。现在，企业规划的有人/无人飞机研发制造、复合材料研

发、试飞、航空遥感大数据等四大中心逐步建立，集团在这方面的投

资越来越有信心，订单也越来越多。

板块式转移：从搬车间到建研发中心
一直以来都是劳务输出大省的安徽，人口连续多年回流；来自

省外的投资超过1万亿，其中的半数以上来自长三角……伴随着劳

动力和资金的回流，苏浙沪等地的一些产业开始向皖江经济带板块

式转移。

浙江省玉环市的原支柱产业汽摩零部件，现在已有约 80%转

移到了安徽省芜湖县。整个产业链搬来后，又开始了新的产业集

聚。目前这个产业集群已有 150 家的规模，去年产值超过 200 亿

元，摘得“国家汽车零部件出口加工基地”牌子。

“与上一轮产业转移把车间搬过来不同，这一轮越来越多的是

在转移中升级产业，在转移中把研发中心建立起来，科技含量明显

提升。”芜湖县县长韦秀芳说。

在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像这样的新型产业集群越来越

多。从苏州工业园转移到铜陵经开区的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研发制造光通信模块的企业，公司厂务经理王徐说，来到铜陵是企

业转型升级的新起点，他们研发出的一款光通信模块打破了国际垄

断。公司已决定把5G产品和研发中心放在这里。

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出台，让长三角产业溢出效应也再

次加速。铜陵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薛晓成说，2017 年长三角产业

转移投资仅为80亿元，去年猛增到138亿元，增幅超过了70%。无

独有偶，一年来，宣城经开区也显得格外火热，洽谈签约的长三角项

目56个，上海的占八成。

内涵式转移：“等高对接”实现高质量发展
记者采访发现，在长三角一体化加速跑的今天，无论转出地还

是承接地都力求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实现新一轮跨越发展和产业

科学布局。

“等高对接”、共同发展正成为各地承接产业转移的共识，有的

地方出台配套政策支持，有的地方增强创新要素支撑，搭建人才支

撑平台、技术研发支撑平台。

据合肥经开区财政局副局长费红英介绍，去年该区制定出台

产业和配套服务政策扶持体系，财政预算资金由2017年1.3亿元提

升到去年的2.4亿元，更大力度服务产业转移、企业发展。

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芜湖市坚持产业竞争差异化，近年来依托自

身装备制造的优势，在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中聚焦培育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新能源汽车等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形成2个国家级基地、13

个省级重大工程和专项。去年该市支持重点研发创新平台31家。

“我们既要做长三角一体化的受益者，也要做贡献者，要在承

接产业转移中‘等高对接’、共同发展。”芜湖市委书记潘朝晖说。

□ 据新华社5月22日电

□ 中央媒体看安徽

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5月22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土地

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董祚继、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刘志迎等三位专家学者齐聚江城，共话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记者 徐越蔷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长

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

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

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

在专家访谈中，董祚继告诉记者：“无论是

从原有的基础，还是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长

三角是能够起到带动区域发展的作用。”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长三角需要

具备哪些要素？“参与国际竞争需要有一定的规

模，一定的体量，所以需要一体化。但是光有规

模也不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高质

量。关键还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共

享机制，把蛋糕做大，把蛋糕分配合理。”董祚

继如是建议。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土地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董祚继：

关键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

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

来，发展的成果如何？陈雯有着自己的看法。

“首先可以用热火朝天来形容，在现在的贸

易格局下，大家也在寻找长三角一体化能带来

的机会。其次就可以用脚踏实地这个词来表

示，长三角地区已经在做一些对接合作的实际

工作。”陈雯说，第三个就是越做越难，目前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已进入深水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未来的突破口在哪里？

陈雯表示，一体化能带来巨大的红利，让大家得

到更好的发展，但是一体化确实有非常大的障

碍。“在合作过程中，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

怎么建立起来，这是最大的难点。”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