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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徽大学的“211工程”建设起始于“九五”期间，经过“十五”、“十一五”，目前已经建设到
第三期。
该校“211工程”从第一期开始就确定“经济学与安徽经济发展”为重点学科项目。
进入三期建设以来，根据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将这个重点学科项目扩展为“经济学与
安徽经济社会发展”。
项目以经济学科为主干，将建设范围拓展到与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各社会科学学科；在“211工程
”一、二期建设的基础上，凝炼成三个主攻方向：区域发展中的制度创新，泛长三角工业化、城市化
和国际化，安徽农村改革与新农村建设，力争理论研究的创新突破，在服务地方中发挥带动作用。
项目建设既有延续性，又适应了时代变化的需要。

　　“安徽经济社会发展论丛”是安徽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项目“经济学与安徽经济社会发
展”的建设成果之一，其中也包含了前两期建设成果的积淀，丛书每一位作者的学术研究的积淀，他
们所在的研究团队合作创新的积淀，以及相关学科几代人教学与科研长期努力的积淀。
其汇集出版，旨在服务地方发展和提升学校学科建设水平，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够给这个不问断的进程
注入新的活力。

　　丛书的作者群体以安徽大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教师为主体，同时特邀了一部分安徽省内其他部门
的专家学者，他们也是安徽大学的兼职教授。
丛书学科涉及面宽，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和新闻学等，研究内容集中在安徽当前现
实；研究方法上力争“顶天立地”，即贴近理论前沿成果，探讨地方经济社会实际。
对于安徽大学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次向实践学习，在实践中锻炼队伍的极好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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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发改委将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认定为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切入点，并为安徽提出了“承接长三
角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定位。
那么安徽如何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呢？
本文考虑的承接思路与对策如下：　　一、承接思路　　可概括为“错位承接，配套发展；同位承接
，规模发展；越位承接，跨越式发展；择优承接，可持续发展”。
　　1．错位承接，配套发展　　错位承接方式主要是以价值链为基础的纵向分工合作模式。
价值链一般体现为从产品设计、研发、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储运、营销、售后服务等纵向环节的
链条。
过去，垂直一体化是很多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规模扩张的目标。
如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活动区位的交通通信联系紧密，于是纵向价值链各环节在地理空间上
越来越发生分离，其经济职能可以在一定的区位相对独立，这样就使企业有可能在不同区域、国家乃
至全球范围内形成按价值链分工的新型格局，扩展了企业配置资源的空间。
有人称之为逆纵向一体化。
比如通过把价值链的某些低端环节转包给其他企业而减小生产和交易成本，从而专注于高附加值和高
利润的企业战略环节。
或者，把部分企业转移到生产和运输成本更低的地区设立分公司。
2006年4月26日，在第二届中部博览会签约仪式上安徽合肥市、芜湖市等9座中部城市，被商务部授予
“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合肥市还被批准成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
　　按照错位承接的思路，安徽一是要像沿海地区与外资做OEM一样，寻找长三角产业链的某些环节
加工生产配套产品，虽然这可能是低端环节，但可以有效吸收安徽农村大量过剩的低技能低素质劳动
力，发展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二是要发展各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避免产业雷同。
如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投资两淮能源基地、沿淮煤化工基地建设；在合芜滁家电工业走廊，围绕美菱、
美的、荣事达、海尔、三洋、长虹、日立等品牌家电生产企业，承接国际国内家电生产及配套企业的
转移；沿合芜滁马汽车工业走廊和安庆、蚌埠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地，建设汽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
承接汽车产业链企业的转移，壮大安徽汽车产业集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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