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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芬 优米网创始人

当你对一件事情发自内心或者找不到理由的喜爱或着迷时，你也许很久也不知道为什么，同

样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没有关系，在未来岁月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这些你所着迷的事情都会连

成线和面，形成一道别人无法模仿的独具特色的风景。

安徽最大的船安徽最大的船

当传统产业遭遇新兴产业，安徽到底

需要做些什么？

或者，从这份省统计局的监测报告中

可“窥见一斑”。在安徽新兴产业领域，居

行业龙头地位、带动力强、规模超十亿甚至

上百亿的大企业很少；省内骨干大企业对

新兴产业涉足较少。

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

具有传统行业特征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

新材料上，两者产值占到72%。研发投入

不足，多数企业主要从事组装加工，低附加

值产品比重高，精深加工少；高端产品开发

和生产应用不配套，产学研互动性不强，一

体化进展缓慢。

地区新兴产业已经失衡。从区域看，

合肥、芜湖基础较好，发展较快，皖北各市

基础薄弱，且差距较大。“十二五期间”，安

徽新兴产业欲“提速”，这个有可能吗？

须调整、再调整。展望 2012 年，受宏

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工业经济运行面临

一定下行压力，随着原材料、人工、融资

等成本上升，传统行业出现利润回落，企

业家信心指数下降等现象，而新材料、节

能环保、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内企业

因技术含量高，抗风险能力强，受影响较

小。因此，安徽的选择，已有了清晰的未

来。

杨红旭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电视台来访：上海再现万元以下盘，嘉定的天居玲珑湾均价8800元！记者一个有意思

的问题：有购房人表示8000还是高，希望降至7000。买家永远都嫌价格高，这是人性！2009年

下半年，随着房价飙升，万元盘在上海绝迹。去年以来重现江湖。我的小小看法：上海这样的大

都市，万元盘不可能是常态。机会恐不多也。

天渐渐转暖，春意更浓。

当传统的钢铁行业正在冰冻期，期

待着转型重生，通过升级而获涅槃时，

当欣欣向荣的“太阳产业”照进现实

的天空，光伏版图如春笋般遍地兴起时，

安徽发展的脚步正在铿锵前行。

传统与新兴，转型与升级。

产业的洪流喷薄在江淮大地，

如何变局，成了发展路上最值得思

索的话题。

是夯实关键点，还是抢占制高点，抑

或是主攻薄弱点？

一股产业升级转型的原动力，正引

领人们瞩目开往春天的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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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经信委主任 赵炳云

转型升级需抢占“制高点”
记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省可

以从哪些方面着手？

赵炳云：转型升级的关键点，就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随着资源环境约

束不断增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省

资源性产业竞争优势趋于弱化。加快

转型升级，就是要推动汽车、家电、装备

制造业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增值

环节延伸，迅速壮大产业规模和竞争优

势；促进煤炭、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

能源原材料产业向高新化、集约化、清

洁化和循环化方向发展；推动食品加

工、纺织服装等产业由生产初级产品向

精深加工转变。

记者：新兴产业在转型升级中将发

挥怎样角色？如何培育打造新兴产业？

赵炳云：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创造

新的市场需求，是顺应新技术革命和低

碳绿色经济发展趋势、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的重大举措。按照“领军企业—重大

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

的思路，从最有希望的新材料、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和电子信息等关

键行业率先突破，占据技术和市场“两

个高地”，把培育新兴产业的规模化作

为工业转型升级的制高点。

对话

安徽工业经济研究所教授 王可侠

转型升级正“稳步推进”
“安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正在稳步推

进。”作为研究工业经济方面的资深专

家，安徽工业经济研究所教授王可侠昨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首先是轻、重

工业获得协同发展。对于安徽来说，重

工业一直偏重资源型及高耗能型，以往

重工业一直“居高不下”，而近年来轻工

业的比例持续上升。王可侠认为，轻工

业的优先发展，对于工业体系的健康和

平衡都有明显的作用。

其次，从全省工业结构来看，近两年

来，我省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

例不断增加。“数据显示，这两年来，这些

产业都高于全省规上工业的平均水平，

而它们的特点是产业链可无限延长，带

动性很强，这些都是完善的大工业体系

所必备的”。

此外，在王可侠看来，我省南北工业

发展差距也在趋小。近两年来，我省皖

北地区工业体量不断提高，规模也不断

扩大，水平在逐步提升。“地区工业的平

衡涉及产业的辐射和带动，对全省工业

发展十分关键”。

专家

“钢老大”欲“落户”庐江
传统产业“腾笼换鸟”

张亮 记者 任金如

清明后，庐江县龙桥镇曹河村，并没有恢复以往的平静。才做完清明的曹军（化名），回城前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妈，我们村什么时

候拆，不是说马钢（合肥）公司要搬到我们这吗？”

因为国家一纸支持马钢（合肥）公司转型的“命令”，因为已“落户”庐江的罗河铁矿，在这个小村落里，马钢（合肥）公司整体搬迁，几

乎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安徽一场传统产业的“腾笼换鸟”，已在进行中……

作为合肥东区目前屈指可数、为数不

多的大型工业项目，马钢（合肥）公司的搬

迁消息由来已久。

早在2008年 6月，马钢股份发布消息

称，公司已委托有关方面制定了马钢（合肥）

钢铁公司的环保搬迁规划，当时选择的落脚

点是马鞍山本部；当年11月，国家环保部就

对该规划进行了批复。但此后，有关马钢

（合肥）钢铁公司的搬迁消息陷入沉寂。

2010年，工信部下发了《关于支持皖江

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加快新型

工业化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及支持马钢(合

肥)钢铁公司的搬迁改造，是为了“推动沿江

优质钢材、有色金属材料基地建设；支持省

内钢铁企业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

组 ”。

但搬迁事宜再次“搁浅”。直至去年11

月，工信部发布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将支持合

肥等城市钢厂搬迁改造，马钢（合肥）公司

的搬迁才有了下文。

目的地，庐江。在去年12月的一次会晤

中，合肥市委和马钢集团的高层，都将目光

聚焦在这个铁矿石资源丰富的县城。这样

优化产业布局的结果，将使包括安徽在内的

中部省份，在不增加钢铁产能总量条件下，

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业内评价。

传统产业的问题，仅仅在于布局么？

安徽各级政府都在寻找着“答案”。

去年4月中旬至6月上旬，合肥一场围

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专题调研，在合

肥政协杨治茂副主席的带队下展开，实地

走访调研了11家企业，涉及化工、冶金、建

材、轻工纺织等行业。同时，他们还专程赴

山东、辽宁，学习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经验

做法。

最终的结论，合肥的传统产业，投入

大、产出慢、利润率低、能耗高。为此，他们

建议合肥要借鉴甘肃、江苏等地经验，出台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行动计划》，明确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的目标、任务、重点方向、完

成时限和保障措施。

针对目前合肥传统产业布局比较分

散、产业链不够完整的情况，建议借鉴沈阳

等地经验，鼓励传统工业企业向县（区）工

业园区进行搬迁改造，将相同或相近的产

业相对集中在某一工业园区。同时鼓励企

业利用搬迁改造时机，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今年 3 月 19 日，合肥市政府正式印发

《加快中心城区工业优化布局转型发展的

意见》。未来，合肥中心城区将通过“腾笼

换鸟”，大力发展都市型工业、总部经济和

楼宇经济，立足打造成全省“首善之区”和

辐射源。

“落户”庐江“钢老大”的迁徙之路

一次调研 合肥为传统产业“诊脉”

安徽思考 传统产业更应唱“新曲”

山东省：把低水平、低层次、小规模的

项目淘汰掉，上水平高、规模大的项目，把

石化产业向高端推进，提出了建设“生态山

东”的口号。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山东今

年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25%以

上，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1.9%，

全面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等目标。

湖南省：加快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

社会”试验区和“3+5”城市群建设，着力推

进新型城镇化，以城镇化作为扩大消费和

投资的结合点。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和现代

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外包，积极承接国际

及沿海产业转移。

江苏省：把产业优化升级作为主攻方

向，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打响“江苏创

造”品牌，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

体系。重点加强第一产业、基础设施、支柱

产业、第三产业及科技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同时通过政府引导，使投资结构与产业结

构动态发展的方向一致。

湖北省：全面实施规模化、高端化和

“两型”化的产业“三化”战略，产业规模化

战略即培育“大产业”、壮大产业集群、打造

“大企业集团”；产业高端化战略即加快产

业间升级、产业内深化、产品的全方位升

级；产业“两型”化战略即树立“两型”发展

理念、选择“两型”发展路径、明确“两型”发

展重点。

浙江省：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

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现有传统产业逐步升级论，

就是说在温州现有的传统产业范围内，从

低技术向高技术、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价

值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价值发展。

河南省：由工业经济主导向服务业经济

主导的转型，经历产业结构软化的历程，即三

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不断加大，同时第

一、第二产业内部服务量不断扩大，服务环节

不断增多（即工业深化和农业深化）的过程。

相关链接 部分省份产业结构一览

“太阳”照在合肥沃土上
新兴产业“横空出世”

实习生 吕艳萍 星级记者 宛月琴

省城长宁大道与明珠大道路口，不久前，曹明镜搬进了新的办公地。而他所在的合

肥晶澳太阳能一期项目也宣告正式投产，生产车间里第一次唱响了欢快的“协奏曲”，从去

年4月份开工到建成，这个投资135亿元的项目，仅仅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便正式在合肥

“安家”。

不光是晶澳，阳光电源、赛维LDK、3M、海润光伏、彩虹……近年来，合肥光伏产业

迅速崛起，龙头光伏企业云集，仅高新区就集聚有光伏企业超过20家。以新能源产业为

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以喷薄之势，在整个江淮大地“横空出世”。

企业：晶澳“安家”

一架“小飞机”，跟普通的玩具飞机并

无两样。阳光洒在它的身上，机翼却自动

“飞”个不停。作为晶澳合肥的员工，曹明

镜办公室里的这家“飞机”颇引人注意。

他告诉记者，这其实是利用光伏的一

个小物件，机翼上装了一些太阳能面板，

它就能吸收阳光带动机翼转动。晶澳作为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正是光伏

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如果用一张路线图来简单勾勒光伏

产业的产业链，电池仅是其中的一个环

节。在它的上游，有硅片、硅料，在它的下

游则有组件、光伏系统工程，再到终端市

场。”晶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合肥基地总

指挥刘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介绍起

自己的行业。2011年 2月，“原籍”河北的

晶澳与合肥高新区签约，项目投资135亿

元，建设全球最大的 3GW 太阳能一体化

生产基地，项目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300

亿元。

落户合肥也是基于集团的战略考虑，

目前晶澳集团在河北、江苏都有布局，合

肥的基地则是集团发展承东启西的一块

“跳板”，刘勇告诉记者，晶澳“安家”合肥

之后，这个基地将成为世界上最大垂直一

体化光伏产品生产基地。

其实，仅在高新区的方寸之地，光伏企

业已经“驻扎”成堆，离晶澳合肥不远的阳

光电源是全球生产逆变器的“头号企业”。

年报显示，2011年刚刚上市的阳光电

源实现总营收8.736亿元。而2012年阳光

电源则制订了12亿元销售收入的经营目

标，公司将完成年产100万千万光伏逆变

器扩产项目和全球营销服务平台项目。

“太阳”正高高照在合肥沃土上。来自

合肥市发改委的信息显示，目前，合肥正在

加快实施国家“金太阳示范工程“，5年后，

合肥将发展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先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光伏企业群体，产

业链企业总数达到100家，工业总产值1000

亿元，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光伏产

业研发基地、生产基地和应用示范基地。

跟合肥的光伏产业喷薄发展一样，芜

湖的电子信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蚌埠和

亳州的生物产业、滁州的新能源产业等都

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1 年，随

着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产，有力地带

动了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电

子信息产业中，相继有 38 户企业建成投

产，其中合肥京东方、芜湖德豪润达、安徽

三安光电产值分别达59.3亿元、22.8亿元

和 16.7亿元。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中，陆

续有 36 户企业建成投产，其中规模最大

的熔盛机械有限公司产值 17.4 亿元。在

新能源产业中，赛维 LDK 太阳能、合肥海

润光伏、阳光电源的产值也都是“亿万

级”。

统计显示，至2011年末，全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数1549户，比上年净增125户，

全年产值达4132.1亿元。

行业：“太阳”高照

产业：“新兴”向荣

芜湖长江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