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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199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为呼应浦东开发，抢抓机遇，做出了开发皖江的重大决策；20年
后的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以其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资源要素、产业基础、环境承载、内需拉
动等有利条件，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铜陵学院位于“皖江城市带”山水秀丽的铜陵市，是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工学、理学、
文学、法学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学科省属本科院校，2009年9月，学院被批准为安徽省省级示范应用型
本科院校立项建设单位。
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卓有成效地建设示范性应
用型本科院校，铜陵学院科学谋划办学思路，着力凝练办学特色，精心设计发展规划，主动调整学科
专业设置，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定位，适时调整了研究方向，设
立了极具铜陵学院科研特色的“皖江区域经济专项研究课题”。
　　铜陵学院设立“皖江区域经济专项研究课题”和结集出版《皖江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的主要目的
是，充分发挥学院的区位优势和科研特色，通过打造学院的皖江区域经济科研团队，促进学院“校地
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工作的深入开展，更好地服务“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
的全面实施。
　　您现在阅读的《皖江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是铜陵学院承担2009年度“皖江区域经济专项研究课题
”的教师，在完成规划课题的基础上结集出版的。
《皖江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的特色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服务皖江城市带的区域经济发展为核
心内容；二是围绕产业转移与产业发展、区域经济与皖江城市带、创新产业与企业成长设置研究板块
；三是在突出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特色的同时兼容了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该报告将每年出版一期，形成系列年刊。
　　铜陵学院将继续高度重视“皖江区域经济专项研究课题”的立项研究和《皖江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的结集出版工作，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成效、打响品牌，把学院的区域经济研究所建成学院的
区域经济科研基地、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咨询中心、在省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机构，以厚实学院
的科学研究基础，增强学院的科学研究实力，提升学院学科发展的层次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
为把学院建成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院校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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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在199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为呼应浦东开发，抢抓机遇，做出了开发皖江的重大决策；20年
后的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以其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资源要素、产业基础、环境承载、内需拉
动等有利条件，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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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皖江示范区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
看到，县域经济仍然是皖江示范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总量不大、效益不高、结构不优、发
展不平衡等问题还十分突出，即使是一些发展较快的县，经济发展也还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
皖江示范区与周边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也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县域经济差距上。
　　1.总量不大_3J。
从全国来看：2008年，在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中，皖江示范区乃至安徽省都是空白；皖江示范
区县均G[）P67.95亿元，仅相当于全国百强县县均GDP的18.5％，GDP最高的无为县也仅相当于全国百
强县的42.8％；皖江示范区人均GDPIll40元，仅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26.4％、中部百强县的58.3％，人
均GDP居全省首位的宁国市（25521元）也只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60.6％、中部百强县的133.5％。
　　从中部六省来看：2008年，在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中，河南省占7个，湖南省3个，山西省2
个，江西省1个，皖江示范区乃至安徽省都是空白。
在中部百强县中，河南省占41个，湖南省17个，山西省15个，湖北省11个，江西省9个，安徽省只有12
个，居中部六省第4位；中部百强县前10名中皖江示范区乃至安徽省都是空白，差距明显。
　　从长三角来看差距更为明显。
在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前10名中，江苏省、浙江省各占4个；在全国百强县中，上海市1个，江
苏省25个，浙江省26个，而皖江示范区乃至安徽省都是空白。
2008年，排在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阴市人均GDP12’7622元，是人均GDP居安徽省首位的宁国市的5倍
。
　　从全省县域来看：2008年皖江示范区县均GI）P68.0亿元，仅相当于非皖江示范区（共35个县市）
县均GDP的132.8％；皖江示范区县域人均GI）P11140元，仅相当于非皖江示范区县域人均的163.7％。
与非皖江示范区县域相比，皖江示范区县域经济竞争力优势并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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