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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声音

首次明确提出“合肥地位”
省政府参事 程必定

国务院长江经济带发展指导意见，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合肥在长江经济带

的战略地位，将安徽整个纳入长三角经

济带的范围，而不是像以前只纳入安徽

的几个城市。合肥是全国14个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之一，是长三角城际交通网

的副中心。合肥已经有条件提高对外

开放程度，目前在建的保税区、出口加

工区、空港经济建设等都上升为国家战

略，因此，提升合肥国际化水平还是有

基础的。

安徽目前在长三角经济带的位

次，虽然由第三梯队上升到第二梯队，

但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还要注意积

累和实践。建议安徽省和各地政府尽

快出台相应配套政策，企业也应认真

学习、抢抓机遇，争做长三角经济发展

的“先行军”。

房地产市场将受长期影响
省社科院研究员 孔令刚

如果说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是

上海，那么“龙腹”就是合肥等城市，如

果要舞起长江经济带中国经济发展的

这个“龙头”，就自然不能忽视合肥的

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发

展新的支撑点，安徽就是其重要组成

部分。

虽然从面积和人口而言，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号称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但其经济水平和创新发展远落后于

前五大世界城市群。国家就是注意

到了这点，才会着力发展长江经济

带，安徽此次有机会整体进入，就要

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意义，理清哪些方

面需要支持，努力争取必要扶持。安

徽整体加入长三角经济带，将对房地

产市场、劳动力就业以及居民收入增

加有长期的影响。

皖北区域不应忽视
省社科院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

吕连生

没想到这么快国家层面的指导意

见就出台了，昨日，曾向国家发改委建

议提高合肥在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

的吕连生教授表示。合肥在长江经济

带里的区位是承东启西、南北交会点，

安徽融入长三角须有制高点，因此，吕

连生建议将合肥、南京建成高速增长经

济走廊，缩小长江经济带东、西部的差

距。龙头上海舞起来，西部的合肥也不

能太弱。

上海的辐射力在到达合肥、铜陵

时已经在逐步减弱。 长江经济带的发

展是需要解决“肠梗阻”现象的时候

了。以前规划都忽视的地方，都可以逐

步修正，如皖北区域、苏北地区，也应

该完善和发展其基础设施功能，让安徽

作为一个相对对立的区域，整体融入长

江经济带的发展格局中。

长江经济带欲建立体交通走廊

合肥将成全国交通枢纽城市
昨日，国务院同时发布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

廊规划》，到2020年，将建成横贯东西、沟通南北、通江达

海、便捷高效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长江港口系统规划重点项目：
加快马鞍山港、芜湖港、安庆港、合肥港、蚌埠港等主要

港口集约化港区建设。

长江干线新建过江通道规划重点项目：
安徽省（17座）：建设池州、姑孰公路过江通道，横港、铜

陵开发区、芜湖城南、泰山路、马鞍山龙山路城市道路过江

通道，海口、安庆、池安、江口、梅龙、龙窝湖、弋矶山第二、九

华路、湖北路、慈湖公铁两用过江通道。

铁路规划项目：
建设商丘经合肥至杭州、郑州至合肥、合肥至九江等

铁路。建设庐江至铜陵，六安经安庆至景德镇等铁路。实

施皖赣等铁路扩能改造。

航空运输网络：
发挥合肥等干线机场作用，形成长江上、中、下游机场

群。实施合肥等机场扩建工程，新建芜湖、蚌埠、亳州、宿

州、滁州等机场。

综合交通枢纽（节点城市）：
建设上海、南京、连云港、徐州、杭州、宁波、合肥、南

昌、长沙、武汉、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节点城市）以及南通、芜湖、九江、岳阳、宜昌、泸州等重

要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节点城市）。

完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际交通网络：
打造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城际

铁路为主通道的“多三角、放射状”城际交通网络。建设以

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宁波、南通为节点的“多三

角”城际交通网。建设以合肥为中心，连通芜湖、马鞍山、宣

城、铜陵、池州、安庆、淮南、蚌埠、滁洲等城市的放射状城际

交通网。实现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之间以及中心城市与周边

城市之间1—2小时通达。

黄金水道：拟提升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江苏沿江港口

功能，加快芜湖、马鞍山、安庆、九江、黄石、荆州、宜昌、岳阳、泸

州、宜宾等港口建设，完善集装箱、大宗散货、汽车滚装及江海

中转运输系统。

立体交通：建设上海经南京、合肥、武汉、重庆至成都的

沿江高速铁路和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贵阳至昆明的沪

昆高速铁路，连通南北高速铁路和快速铁路，形成覆盖50

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快速铁路网。

加快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强化重庆、成都、昆明、贵

阳、长沙、武汉、南京、杭州等地机场的区域枢纽功能，发挥南

昌、合肥、宁波、无锡等干线机场作用，形成长江上、中、下游

机场群。

加快建设上海、南京、连云港、徐州、合肥、杭州、宁波、武

汉、长沙、南昌、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14个全国性综合交通

枢纽。

创新驱动：发挥上海张江、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和

合芜蚌（合肥、芜湖、蚌埠）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的引领示范

作用，推进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攀西战略资源

创新开发。

新型城镇化：提升南京、杭州、合肥都市区的国际化水

平。推进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浙江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南国际

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和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优化提升沪

宁合（上海、南京、合肥）、沪杭（上海、杭州）主轴带功能。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要建设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

合肥为副中心，“多三角、放射状”的城际交通网络。

对外开放：加快武汉、长沙、南昌、合肥、贵阳等中心城

市内陆经济开放高地建设。

国务院发布长江经济带发展指导意见

提升合肥国际化水平，箭在弦上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

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昨日，国务院全文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准备将长江经济带
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核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
范带，提升南京、杭州、合肥都市区的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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