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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视察时指出，安徽要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主动承接沿海地区产
业转移，不断加强同兄弟省份的横向经济联合和协作。
总书记要求安徽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是基于全国区域发展现状和长三角发展趋势作出的
重要指示。
总书记提出“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对安徽和长三角来说，都是重新审视自身定位的一个新起点
。
特别是对安徽来说，更是准确的定向、精确的定位，为我们的发展进一步开阔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第一，构建泛长三角经济区，是安徽加速崛起的重大机遇。
安徽要推进跨越式发展、加速崛起进程，必须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借助外力推动发展。
与我省毗邻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最具活力的三大经济圈之一，正在形成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在吸纳
全球资源的同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日益增强。
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有利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有效承接产业转移，全面融
入长三角，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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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长三角地区概念的形成　　从纯粹的地理概念上讲，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是扬州、镇江以
东，通扬运河（通扬运河西起扬州市东郊湾头，与里运河相接，东经江都县、泰州市泰县至海安县与
串场河相会，再折向东南，经如皋县至南通市入长江，长150公里）以南，南抵杭卅l湾，包括太湖平
原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部分，面积约为5万平方公里，由于长江及钱塘江江水所含泥沙不断沉
积而形成的陆地。
以太湖平原为主体的这片区域，主要是指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和上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这个区域概念，在20多年里经历了极不平凡的
历程，出现了不同的范围界定：　　早期长三角地区发展过程与政府的政策战略是密切相关的。
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
圈”的设想，此时所提的长三角经济圈仅仅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和杭州五个城市，这也是“
长三角”经济圈概念的最早雏形。
次年3月，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确立市长联席会议制度。
以当时的规定，上海经济区的范围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卅『、无锡、常州、
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10城市。
到了1986年，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联席会议制度”的成员已经扩大到了五省一市，即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江西和上海市。
这是长江三角洲在发展历程中区域空间范围最大的一次定义，整个区域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6％，总人
口将近全国人口的l／4，在全国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
然而，时隔不久，1988年6月1日，国家计委发出通知，撤销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
如火如荼发展前进的“上海经济区”暂时搁浅。
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
他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
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　　浦东开发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的突飞猛进，亟待需要空间区域的协同力和一体化发展，这就
要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区划，拓展区域空间，保证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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