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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 

壮大发展的路径研究 

 

《国务院关于安徽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的批复》提出 “着力

促进产业承东启西转移和调整”，“加快依靠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安徽省系统推

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建设创新型省份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合肥市系统推进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实施方案》（皖全创改〔2016〕2 号）也提出，“聚焦产业升级”，“紧

扣产业转型升级配置创新资源，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提高现有产业科技含量和科

技装备水平，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按照产业驱动因素及其他外部特征分

类，产业一般可分为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研究合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

业壮大发展的路径，有助于合肥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依靠创新驱动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能够为合肥实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奠定基础，也能为合肥提升产业综合竞

争力、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参考江浩、张银银、温凤媛等学者对于传统产业的界定，本研究认为，传统

产业是一个地区具有深厚的产业基础、对区域国计民生具有一定牵引作用的产

业。传统产业的概念也是相对新兴产业而言的，它的主要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是

以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为主要结构的内部特征；二是以高耗能、高污染、低

产出、低附加值为主要表现的外部特征。 

1.1  合肥传统产业发展现状 

综合“十一五”以来合肥市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合肥市产业结构以第二、

第三产业为主，两者约贡献整个 GDP 的 95%左右。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传统

产业约创造了 GDP 的 87%和财政税收的 70%（张维义，2009）。合肥市六大主

导产业中，传统产业占比也超过一半。这些情况说明，传统产业是合肥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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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贡献力量。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带来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新兴业态和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对传统产业造

成一定冲击。对于合肥而言，传统产业必须加快调整和转移，有序进行转型升级，

才能在应对国内外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 

（1）合肥传统产业的发展基础与分布特征 

合肥市发展传统产业具有一定基础，具体表现在：①先发优势。世界第一台

VCD、国内第一台窗式空调、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都在合肥诞生。“十一五”

以来，合肥市就确定了“工业立市”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以家电、装备制造、

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加工等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②科教基础。合肥是全国四

大科教基地之一，也是国家首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拥有三所国家实验室和四

座重大科学装置，是仅次于北京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布局重点城市，这些科技创

新成果就地转化较多。③产业布局。“十一五”以来，合肥围绕各区域资源禀赋

条件开展特色产业布局。依托肥东、肥西、长丰和庐江四个城郊县以及滨湖新区，

葡萄、草莓、花卉等特色种植业快速发展。经开区、庐阳工业园、包河工业园、

瑶海老工业区在家电、汽车、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各有侧重布局，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业形成产品定位差异化的梯度发展的三圈层。商贸、物流、旅游等传统服务

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带动会展等特色服务业兴起。 

梳理合肥市各类传统产业，可以发现它们在一二三产中均有分布，主要集中

在工业领域。具体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合肥市传统产业分布情况 

产业类别 具体产业名称 

第一产业 种植业、养殖业 

第二产业 
家用电器、装备制造、食品加工、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化工、采矿与冶金、 

建筑业 

第三产业 商贸、物流、旅游和部分文化产业 

 

在上述产业中，家电、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加工属于合肥市优势

产业，既是合肥市六大主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合肥市明确提出培育的 4

个千亿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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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肥发展传统产业的主要做法 

合肥市发展传统产业的主要做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强化政策指引。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坚持以工业为重点,加强规划顶层

设计，出台一批政策计划，着力推动传统工业加快转型发展。规划和政策出台情

况和主要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合肥市发展传统产业政策出台情况 

政策名称 文号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主要内容 

关 于 加 强

企 业 技 术

改 造 推 进

工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若

干意见 

合政〔2014〕

88 号） 

合肥市 

人民政府 
2014 年 7 月 

形成家电及消费电子、汽车及零

部件，装备制造、食品及农副产

品加工等千亿级产业，其中：家

电及消费电子、装备制造产业达

到 2 千亿级。围绕化工及橡胶轮

胎、轻工纺织、建材、冶金等传

统产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

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

升，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绿色发

展。 

新 一 轮 技

术 改 造 加

快 工 业 转

型 升 级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合政〔2016〕

39 号 

合肥市 

人民政府 
2016 年 4 月 

2016-2018 年，大力推进新一轮

技术改造，提升工业智能化、数

字化、集约化、绿色化水平，把

合肥打造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

业基地。围绕财政、金融、土地、

税收、减负等方面制定政策支持

企业实施技改，其中智能化改造

项目设备投资的奖补最高可达

20%。 

合 肥 市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三 个

五 年 规 划

纲要 

合政〔2016〕

53 号 

合肥市 

人民政府 
2016 年 5 月 

专列第四章“加快转型升级，建

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

“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提

速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发展

现代农业”、“大力发展信息经济”

等章节都有传统产业具体部署和

配套项目安排。 

 

②突出工作抓手。围绕中国制造 2025 和工业 4.0 强化传统产业升级支撑力,

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中小企业成长“翔计

划”、工业云平台、中国合肥工业设计城、宽带合肥等，着力提高技术装备和工



 

4 

 

艺水平，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机器换人”行动计划，

进一步提升装备制造、家用电器、汽车及零部件、安全食品等优势传统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推动主城区工业园区转型升级，打造若干综合效益明显的都市产业园

区。支持瑶海老工业区加快搬迁改造。 

③实施技术改造。启动推进新一轮技术改造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

划，加大财政投入支持企业实施技术改造。组织实施技术改造“双千工程”，加

快汽车、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加快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试验区

建设，推进信息技术与产业、企业、产品和生产过程不同层面的融合，推动家电、

装备制造、化工、建材、冶金等传统优势主导产业提升发展能级。 

（3）合肥发展传统产业的主要成效 

十八大以来，合肥围绕传统产业着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技术改造有序推

进，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增长新动能加快蓄积，传统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主要成效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①技术改造实施成效。2016 年，合肥市实施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277 项，其

中 5000 万元至 1 亿元 52 项，1 亿元至 5 亿元 165 项，5 亿元以上 71 项；完成技

术改造投资 1781.48 亿元，按照国际和国内一流标准开发新产品 292 个；工业固

定资产投资重点项目入库 472 个，总投资 576 亿元。  

②传统工业总体成效。根据合肥市统计局发布 2016 年前 10 个月工业经济运

行情况，2016 年以来，合肥市传统产业生产逐渐回暖，增速不断加快。2016 年

1-10 月，合肥市传统优势产业实现增加值 1211.58 亿元，同比增长 10.2%，为年

内最高，较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分别加快 1.1 个和 0.3 个百分点，对全市工业增长

贡献率达 66.6%，较前三季度提高 0.9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工业增长 6.5 个百分

点，提高 0.1 个百分点。 

③相关行业发展成效。作为合肥市两大传统产业的家电产业和汽车产业，面

对全国相关行业增长乏力的形势，实现逆势良好发展。2015 年，合肥市家电“四

大件”产量再次突破 6000 万台，达 6086.6 万台，同比增长 12.6%。冰箱、洗衣

机、空调产量一直稳居千万级水平，分别生产 2550.1 万台、1584.6 万台、1177

万台。黑色家电在 2015 年也实现较大突破。全年黑彩电产量近 700 万台，达 696.8

万台，同比增长 206.9%，创造历史新高。汽车产业也取得新进展。2015 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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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造”汽车年产量突破 60 万辆，增长 34.8%，实现逆势增长。 

（4）合肥传统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合肥市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集中以下四个方面。 

①制造业发展力量不强。以装备制造业为例，合肥装备制造业企业大都是单

机多，缺乏高中端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及重型机床的制造，大多数配套企业集中

在铸锻件、冲压件和切削加工上，而比较复杂的特种铸锻件、特种模具、特殊热

下理加工、工业电镀等加工工艺发展不足。 

②龙头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不足。传统产业中缺少能够广泛参与国际标准修

订、对国内产业政策制订和市场价格确定具有较大话语权的领军企业和知名品

牌。市场竞争高度依赖于既有的主打产品，往往通过压低人工成本和商品价格等

方式参与市场竞争，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利润率较低、核心竞争力严重不足。 

③创新引领能力不够。很多传统企业依然以引进技术、组装生产为主，研发

动力不足，高端装备和关键元器件严重依赖进口，长期受制于人，在运用先进实

用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方面着力不够。 

④产业转型升级能力偏弱。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高增长行业相对不足，总

部经济发展起步较晚，智能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项目引进和培育相对滞后，生产

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发展速度慢，国际影响力不足。 

1.2  合肥传统产业发展趋势 

研究产业发展趋势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Lilien 指数、More 值测度、产

业结构超前系数、偏离-份额分析等方法。本研究结合合肥市传统产业发展实际，

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等因素，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研究合肥市传统产业发展的

结构性特点及转型升级的可选方向。偏离-份额分析法的主要原理是将某一时期

目标区域经济总量分解为地区份额、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和竞争力偏离份额，从而

评价区域产业结构优劣势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

业部门，进而确定区域产业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王永智，

2016）。 

（1）合肥传统产业的发展特点 

合肥市传统产业主要分布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因此本研究主要分析第二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