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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资源枯竭型城市产城融合的对策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章蓉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安徽蚌埠  233000

摘要:资源枯竭型城市是指以资源开发加工为主导产业，但资源开发进入衰退或枯竭过程的城市。本文以安

徽省资源枯竭型城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创新引领、产城融合”的时代发展主题，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

时代发展背景，进行实例分析,探索安徽省资源枯竭型城市以产业创新带动城镇化，产业和城市的高度融合的实

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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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属2018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新时代资源枯竭型城市产城融合的对策研究——以
安徽省为例》(项目编号:201810378247)研究成果。

一、安徽省资源枯竭型城市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的现状面貌，政

府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发展战略。随着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超额完成，我国钢铁产业持续领跑，煤炭、原油等生产资源

的需求不断扩大。一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为国

内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然而经济结构的单一性、资源开采的

无节制、资源利用率低下、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注定使这些城市

走向衰败。安徽省工业起步早，工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以铜

陵市、淮北市、淮南市、马鞍山市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以提供资

源、生产原料为主要职能。根据国家评定发布的规则文件所示，

全国已经有69个城市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安徽省的淮北和

铜陵市位列其中，这些城市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衰败，面临着巨

大的城市发展危机。淮北市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和精煤生产基地，

但改革开放以后，过度的开采已经使它的煤炭资源走向枯竭。而

因铜得名、以铜而兴的铜陵市的采冶铜历史可以追溯到3500年

以前，然而长期的大规模粗放式开采使资源日渐枯竭，导致这两

个城市产业萎缩，城市化进程缓慢，也无法承载更为高端的产

业，为产业发展吸引投资和引进人才，城市经济总量不足，地方

财力薄弱，职工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产城融合的道路

上产生障碍重重。

二、产城融合必要性分析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产城分离的弊端日趋明显，商业区、工

业区、商务区、居住区功能定位十分明显，功能缺失，导致城市

居民每天在不同的地区大批量往返迁移，城市几近“鬼城”“空

城”，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城市交通的堵

塞。产业与城市相互支撑，融合发展的重要性渐显，产城融合的

发展理念由此提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发

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新型城镇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

拉动潜在内需的最大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更是民生

所在。实现产城人之间活力互动，是实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的根本前提。城镇化模式脱离了产业和人的协调发展，终将走向

失败。促进“产城融合”发展，产城人互动，是立足新时代背景

下实现城市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

三、安徽省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产城融合的现实

基础

(一)合肥市产城融合优秀成果的实践经验

安徽省合肥市已率先进行产城融合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阶

段性的成果。早于2017年1月，合肥市获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高新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城市配套设施

建设，积极推进产城融合。集中资本进行科技研发，加大力量

搞技术创新，发展高新产业，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语音

等高新技术项目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壮大新兴产业，为

高新区快速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和源泉。高新区的产业链不断

延伸，大量企业入驻，融资方式不断创新，为高新区开拓了多

层次的投资市场，带来了大批的高素质人才就业创业。此外，

高新区还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狠抓教育、医疗，集聚

了大批优秀的资源。合肥高新区产城融合的成功实践，将带给

合肥整体强大的多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为安徽其他城市开拓了

具有安徽特色的产城融合之路。

(二)国家对资源枯竭型城市产城融合的政策支持

2017年2月份，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安徽省铜陵市的

狮子山地区获得国家批准成为高新开发区，将工业用地作为土

地资源主要利用方式。这一政策性优势意味着资源枯竭型城市

将获得更多的技术创新资源，寻找新的产业方向。国家对资源

枯竭型城市实行产业扶持政策，明确要求资源依赖型城市要加

快转变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接替逐渐衰退的资源主导型产

业。而且，除了合肥和铜陵市，安徽省的芜湖、蚌埠、马鞍山

也分别获批建设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对安徽省经济位置重

要性的肯定必将帮助安徽省资源枯竭型城市加快产城融合，对

将其打造成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产业新城具有指导意义。

四、影响安徽省资源枯竭型城市产城融合度的因素

(一)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枯竭

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铜陵市及淮北市的工业“三废”

排放量远超安徽省其他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由于长期大规模

开采利用矿物资源，重工业粗放型生产加工，“三废”排放量

大，工厂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反而忽略了社会效

DOI:10.14097/j.cnki.5392/20190127.003



District economy区域经济 |  

MODERN  BUSINESS 现代商业 69

益的同步实现，环境治理效率低下，导致城市生态环境日趋恶

化，绿地面积下降，河流水质污染严重，空气中可吸入颗粒增

加，严重的影响的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幸福感下降。更为

恶劣的后果是，矿山的开采出现地表塌陷，导致城市基础设施

受到极大的破坏，城市供水供电、排污排水都受到影响，对于

整个城市功能的实现和空间的规划产生直接影响。

表  铜陵市、淮北市2016年矿业“三废”排放量

地区 工业废水排放(万吨)
工业废气排放(亿
标立方米)

固 体 废 物 产
生量(万吨)

铜陵市 3934.88 3024.11 1854.86
淮北市 3661.13 1334.98 1174.3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二)产业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足

资源型城市以其优势资源的生产加工为主要产业职能，产

业结构不合理，一旦资源枯竭，难以支撑其主导产业的生产资

料需求，必然使整个城市的产业区失去核心竞争力。经济效益

低下，也无法满足逐渐增多的城市就业人口的岗位需求，人才

外流，最终导致产业无法支撑城市经济发展和功能的实现，形

成“空城”“死城”。创新支持力度不足，安徽省资源型枯竭

型城市过去主要依赖资源发展经济，资金投入方向主要是对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而对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方面的投入明显不

足，城市转型艰难。2016年淮北市科学技术支出仅占安徽省

GDP0.68%，科教投入水平过低，必然导致城市发展后续力量

不足。

(三)城市建设与产业规划无法衔接

产业协调运行，以及各种类型企业的相辅相助，才能促进

城市的健康良好发展。然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现实产业状况难

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其很多资源加工开发产业正处于持续低谷

期，高新产业极为匮乏，发展速度迟缓，阻碍产业改革。另

外，人才资源和创新技术不足，使高端、绿色环保型产业的发

展受到了限制，对就业以及推动经济发展贡献不大。资源枯竭

型城市受到区域环境和不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的影响，主要城

区产业出现不均衡状态，而且土地城市化过快，但人口城市化

与产业的力量不足，产业和城市之间难以融合发展。

五、新时代安徽省资源枯竭型城市产城融合对策

研究

(一)把握产业趋势，引领产业变革

铜陵市淮北市都是因矿建市、因厂建市，加工初级产品、

输出廉价资源。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经济水平的发

展，高端产业逐渐蓬勃发展，信息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推

动力，资源和低端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显著降低，

使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断下降。资源枯竭型城市应当紧抓

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新时代主题，转变产业结构，摆脱过去

对资源的依赖；在坚持发展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同时逐渐转

移产业重心，紧抓国家对创新产业的扶持政策，为高新产业的

发展寻找契机；创新融资方式完善投融资体系，资本市场要多

层次化，为资本积聚拓宽渠道，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引进人才资

源，实现城市居民的“家门口就业”；加快推进公司企业的股

份结构改革，使公司的上市工作稳步快速，为城市发展注入新

鲜的血液。

(二)大力发展民生，完善社会服务设施

民生问题是城市发展的永恒话题，是经济发展的长效动力。

资源枯竭型城市应当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大力提高医疗保障水

平，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增加教育资源的投入，

建立社会职工技能培训机构，使就业者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发

展需要，减少失业率，为城市建设提供智慧、创新型的人才。

合理的规划人口的规模和分布，制定相应得政策以刺激当地人

民的消费，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促进居完善户籍制

度，引导农民人口迁移工作，使农民进城工作，准许户籍迁

入，为外来人口的安居乐业提供社会保障，实现产城融合成果

的共享，把“产业、城市、人协调和谐发展，相互促进，相互

支撑”的理念真正融入到产城融合的道路中来。

(三)改善城市功能布局，优化生态环境

改善城市的功能布局，使其适应产业定位。把重工业转移到

远离人口集中的城区的位置，逐渐淘汰高耗能、高污染、效益

低的落后产业。通过科技创新研发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发展循环、环保的绿色经济。加

强污水废气治理的投入成本，增加城市绿地面积建设，把环境

污染治理问题摆在城市建设任务的重要位置。深化生态环境源

头管控，健全污染综合防治机制、绿色采购制度，完善生态文

明的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城市交通道路建设，大大减少工业运

输成本。合理利用城市土地面积，建设高架桥，减少占用绿地

面积，缓解交通堵塞的问题，减少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提高

环境承载力。

六、结束语

安徽省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的发展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城市

转型遭遇艰难的爬坡，长期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社会矛盾

造成了推动产城融合发展的复杂性。需要对整个城市规划和产

业结构的转型进行优化调整转变，而这一切，不但需要企业提

高社会责任感，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回馈社

会；也需要社会公众提高环保意识，创新意识，提高自身的科

研创新能力，为产业转型、城市发展提供不竭的智慧来源；更

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大力扶持新型产业的

发展，研究开发新能源，完善监管体系。只有政府、企业、公

众等多方面参与合作，才能实现居住与就业，城市与产业，人

与自然的自我协调，融合发展。资源枯竭型城市要做到准确把

握产城融合的涵义，有效衔接和融合产业与城市，探寻出一套

健康可持续、协调进步的产城融合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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