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投资持续发力， 安徽
铁路交出靓丽成绩单

岁末年初，安徽高铁再次掀起一波
建设热潮。

2020 年 12 月 30 日，我省重点铁路
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在岳西举行 ，六
安-安庆、阜阳-淮北、南京-天长-淮安、
马鞍山-南京城际铁路重点工程，合肥-
新沂高铁、淮北-宿州-蚌埠城际铁路全
线工程等 6 个项目一并破土开建。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上午，伴随着首
趟 G8311 次复兴号列车从合肥驶入安
庆，我省首条自主投资控股建设的高铁
项目———合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合安
高铁通车后， 我省铁路运营里程达到
5302 公里，其中高铁 2329 公里，位居全
国第一位，16 个省辖市 “市市通高铁”，
高铁通达 28 个县。

“十三五”期间，“轨道上的安徽”工
程建设实现“加速跑”。 郑徐、杭黄、商合
杭、郑阜、合安、淮北—萧县北高铁联络
线、 庐铜铁路等一批铁路建成通车，安
九、昌景黄、池黄、宣绩高铁、巢马、滁宁
城际铁路陆续开工并加快建设，基本形
成了以合肥为中心的米字型高铁网，安
徽在全国铁路网特别是高铁网的枢纽
地位进一步提升。

在财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安徽高
铁建设如何能够“一马当先”？

安徽铁路“加速跑”，离不开省委省
政府的超前谋划和高位推进。 省发改委
牵头整体规划、工作统筹等，国土、环保
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 近年
来，我省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安
徽铁路建设的若干意见》 等政策文件，
涉及土地征迁、投融资等，为我省铁路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我省紧紧围绕国家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实施机遇，以建设
对外辐射快速客运通道，消除国家干线

断头和瓶颈，构建综合交通客运枢纽为
重点，精心谋划安徽铁路网总体布局。 ”
据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路省会
商机制建立以来，我省与路方（国铁集
团）累计进行了 18 轮高层会谈，协调推
进了 40 多个铁路项目。

据介绍，２０２０ 年我省铁路建设投资
规模进一步加大， 开通运营高速铁路
255 公里以上，开工建设新线 760 公里。

作为安徽铁路省方出资人代表，省
投资集团主动做好“政府有为、市场有
效”的结合文章，以市场化的方式负责
铁路投融资、控股项目建设等任务。 省
投资集团副总经理于华伟表示，“十三
五”期间，政府每年安排不低于 30 亿元
的预算资金，除去地方配套部分 ，省本
级缺口由省投资集团运用市场化手段
全力保障，仅今年就完成铁路出资约 66
亿元，为我省铁路网构建提供了强有力
的资金保障。

创新投融资模式，多
渠道保障资金需求

高铁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民生工
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据统计，每投资 1 亿元铁路，可拉动
2.6 亿元 GDP， 带来 8000 个就业岗位，
还可以推动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然而，铁路建设资金
投入量大， 回收周期长， 存在融资难度
大、融资渠道单一的“老大难”问题。破解
难题，需要创新思维和创新手段。

以往铁路建设主要以路方出资为
主，省方配合出资。 随着国家铁路投融
资体制改革推进，省方的出资股比越来
越大， 路方只出一定比例的资本金，甚
至不出资。 像庐铜铁路，我省股比 90%，
合安高铁我省股比 80%、巢马城际我省
股比 100%， 这意味着省方出资和地方
配套压力越来越大。 此外，城际铁路建
成后，将有很长一段亏损期，省里还要
长期承担运营补亏压力，这些都倒逼创
新投融资模式，保障资金到位。

在政府投入的基础上，省投资集团
努力拓宽融资渠道，多方协调沟通确保
政策性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深化与
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合作，创新融资
方式，有效填平资金缺口。截至 2020 年
11 月， 省投资集团共完成省本级铁路
出资 478.49 亿元， 承担国开行及国开
基金贷款共计 545.15 亿元。 除去政府
财政拨款 、 税收返还等政策性资金
352.94 亿元，共为铁路建设市场化融资
近 ２００ 亿元。

在“十三五”期间，省投资集团累计
参与投资了商合杭、杭黄、宁安、合安、
安九等铁路项目，累计完成铁路出资超
过 300 亿元，除省财政资金和地方配套
外，其它主要通过集团的专项债、境外
债、国开基金、银行贷款等途径解决。

随着高铁建设向纵深推进，省投资
集团加快战略转型，积极探索“平台公
司＋基金”的运作模式，探索政府主导、
市场化运作的新途径，充分发挥杠杆支
撑作用，2013 年在全国率先发起设立铁
路基金，创新社会资本与铁路建设对接
模式，通过银行贷款、吸引社会资本、发
行企业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放大政府
性资金使用效果。 截至目前，铁路基金
资产总额超 400 亿元，累计投资铁路建
设 132 亿元。 下一步，计划将基金资产
规模做到 600 亿元，为我省铁路新一轮
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实现与沪苏浙 “无缝
对接”，加快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

从合肥出发，1 小时到南京，2 小时
到上海和杭州，3 小时到宁波……随着
高铁网络的延伸，以合肥为中心的“米
字型”高速铁路运输网络已基本覆盖长
三角范围内的大多城市， 安徽至上海、
南京、杭州都市圈的快速客运大通道实
现贯通，与沪苏浙“无缝对接”的“高铁
时代”已经到来。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
三角”，到 2025 年基本实现长三角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

“轨道上的安徽”驶向新征程，将促
进“轨道上的长三角”互联互通。 从广度
来看，我省将加快打通与国内主要经济
圈以及各大中心城市之间的高铁直连
大通道，同时大力构筑与上海、南京、杭
州等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多通道、循环
型高铁网络体系， 形成一至两小时通
达、公交化发车的便利通勤体系。 从通
达深度来看，目前，我省正在加快构建
完善省内各区域板块中心城市之间的
高铁直连网络体系，同步将所有县城纳
入高铁网络，正在建设中的淮北至宿州
至蚌埠及黄山至九华山至天柱山等铁
路正彰显出这样的发力方向。

省发改委铁建办负责人介绍 ，“十
四五”是铁路加快建设的战略机遇期 。
未来几年， 我省将进一步加大铁路建
设投资规模， 启动新一批高速铁路项
目规划。 比如，沿江高铁合肥—上海 、
合肥—武汉段，马鞍山—镇江（扬州 ）、
合肥—新桥机场—六安 、 南京—宣城
城际等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
此外， 沿淮高铁等项目已列入国家相
关规划。

“我们将积极开展我省‘十四五’铁
路网规划研究编制，推动我省铁路投融
资管理体制改革，助推‘轨道上的安徽’
建设，织密筑牢‘时钟形’高铁网络，为
推动我省加快融入长三角等区域一体
化发展贡献国资国企力量，助力安徽高
铁建设再上新台阶。 ”于华伟表示。

预计“十四五”期间，我省将新增铁
路运营里程 1750 公里， 其中快速客运
铁路 1600 公里。 合肥至所有省辖市实
现 1.5 小时内通达， 相邻省辖市实现 1
小时内通达。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在彩
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
G8.5+（高世代） 基板玻璃产线
正在量产。近日，该公司自主研
发、设计、建设的溢流法 G8.5+
（高世代）基板玻璃产线正式实
现量产， 标志着彩虹已全面掌
握基板玻璃高世代、大流量、低
缺陷、超薄宽板幅、高平整度系
列量产核心技术。 项目先后获
得授权专利 600 余件， 形成完
整的知识产权体系， 为国内首
创，填补空白，技术水平国内领
先、国际先进。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原产地签证助力企业出口
■ 本报记者 郑莉

2020 年 12 月 28 日，安徽金星钛白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本法带领公司
外贸经理周于龙一行， 专程将一面写着
“真诚服务、专业高效”的锦旗送到马鞍
山海关， 感谢海关一直以来对企业外贸
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钛白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行业排
名世界第六、中国第二。该公司是一家出
口型企业，以东南亚和欧洲市场为主，客
户遍布韩国、马来西亚、法国、意大利、巴
西等全球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 2020 年
以来， 为帮助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稳住海外市场，助力企业实现
国内国外“双循环”，马鞍山海关主动作
为，加强政策宣传，指导企业落实原产地
签证自助打印、 智能审核等便利化改革
举措， 累计受理该企业出口报关单 567
单，货值 2.8 亿元人民币，签发各类原产
地证书 895 份， 签证金额 9000 万美元，
为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超 1300 万元。

“以前，我们需要开车两个小时到马
鞍山海关现场办理原产地证书业务，自
海关推出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并扩大自

助打印范围后， 我们公司绝大部分原产
地证书都可以在家打印了。”安徽金星钛
白（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外贸部副部长周
于龙介绍说，“原产地签证智能审核系统
上线后，实现了‘秒审秒签’，我们在短短
几分钟内即可完成全部流程， 对我们这
种签证数量较大的企业来说， 既节省时
间又节约了成本，真是太方便了。 ”

2020 年前 11 个月， 安徽金星钛白
（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出口钛白粉总金额
15.28 亿元，同比增长 20.76%，出口额占
销售收入的 40%，预计全年出口额 15.85
亿元，同比增长 20%以上，企业发展渐入
佳境。

马鞍山海关关员王珺说：“为帮助辖
区企业充分利用政策便利， 我们面向签
证企业开展原产地业务‘云培训’，对重
点企业开展‘一对一’辅导，引导企业用
好原产地自助打印和线上智能审核政
策，不断提升原产地证签证效能。 ”2020
年前 11 个月，马鞍山海关累计签发各类
原产地证书 3713 份， 签证金额 3.17 亿
美元， 减免进口国关税约 6718.7 万元，
其中往“一带一路”国家签证 2522 份，货
值 16.91 亿元； 企业自助打印原产地证
书 218 份，为上一年同期的 10 倍。

金融活水支持企业“走出去”
■ 本报记者 何珂

“我们与哥伦比亚一家电买方合作
情况良好， 但买方因年初深陷疫情漩涡
导致门店关闭，资金周转困难，无力支付
所欠货款。”合肥华凌股份有限公司是美
的集团旗下一家以研发、 制造和销售冰
箱为主的大型家电出口企业， 该公司有
关负责人说， 多亏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安徽分公司开辟了绿色理赔通道，
在与买方对账确立债权后， 简化理赔程
序，提高理赔效率，不到一月时间就理赔
到账，切实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2020年以来，我省针对出口企业复
工难、融资难、订单取消、账期延长等诸
多问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安徽分
公司积极运用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工具，
支持外贸产业稳定增长。 截至去年 11
月末 ， 短期险累计支持企业出口额
94.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9%，承保保
费同比增长 11.1%，一对一服务出口企
业 3763 家。

除了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我
省还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 加大对
外贸企业信贷融资支持。 进出口银行安
徽省分行积极支持我省开放型经济建
设，为铜陵有色、马钢股份、佳通轮胎、奇
瑞汽车等多家企业提供“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融资支持， 促进全省外贸增长和
支持企业“走出去”。 截至去年 11 月末，

该行外贸产业贷款余额 514.75 亿元，占
该行全部贷款比重 85.47%。

受全球疫情影响， 我省外贸企业面
临较大压力， 金融活水及时伸援纾困极
为重要。 “2020 年以来，我省金融机构纷
纷在融资模式、产品研发上不断创新，主
动对接外贸企业发展诉求， 稳住外贸基
本盘，助力外贸企业稳生产。 ”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各金融
机构积极运用池化融资等国际业务特色
产品， 为我省外贸型企业提供更好的金
融服务。 截至去年 11 月末，浙商银行合
肥分行利用“出口池融资”业务发放美元
贸易融资贷款 1721 万美元，利用“浙商
交易宝” 业务实现资金交易 9551 万美
元，同比增长 225%；光大银行合肥分行
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及汇率避险产品组
合将企业融资成本锁定在合理范围内，
利用融资性保函与海外机构联动， 为企
业提供内保外债业务， 开立融资性保函
8200 万美元。

同时， 我省还建立健全公共信用信
息共享、失信惩戒守信激励、长三角社会
信用体系区域合作等工作机制。 推进省
中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推
动更多金融机构入驻平台， 降低各类中
小微企业融资门槛，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该平台已入驻 50 家金融、类金融
机构， 上线 112 款金融产品， 入驻企业
50362 户，帮助企业融资 1373.86 亿元。

省股权投资基金加快募投运营
去年前 11个月募集资金 85.26亿元

记者日前从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获
悉，省级股权投资基金去年前 11 个月募集
到位资金 85.26 亿元 ， 完成投资 71.13 亿
元，完成投资项目数 159 个，2020 年 1 月至
11 月新增投募比达 73.94%， 高于 2019 年
度新增投募比 14.32 个百分点， 高于累计
投募比 30.14 个百分点， 募投运营效率明
显提升。

2020 年以来，我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加快募投运营， 持续大力推进省级股权投
资基金建设， 着力扭转部分投资基金募投
缓慢局面，有力支持“稳投资”，助力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 省级种子投资基金、省级风
险投资基金、省“三重一创”产业发展基金、

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基金、省农业
产业化发展基金等累计发起设立子基金 50
支， 投资区域实现对接全省 16 个市全覆
盖，投资阶段实现企业种子期、成长期、成
熟期等生命周期全覆盖， 投资领域实现全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基地全覆盖、 八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覆盖， 有力支持我省新
兴产业发展。 同时，完善母基金直投机制，
加强投资项目库建设，启动实施省“三重一
创”产业发展基金、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产业发展基金、 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母
基金政策性直投，截至去年 11 月末，已投
资政策性直投项目 20 个， 投资金额 12.65
亿元。 （何珂）

财政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

来自省财政厅的信息显示 ，2015-
2020 年，我省对 236 个重点项目开展财
政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5386 亿元。 落实
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
钩，2020 年， 省级将 21 个、 各市将 854
个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
挂钩、核减预算资金 18.5 亿元。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
容。“十三五”期间，我省不断强化绩效管
理意识和理念， 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任务
落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建立健全覆盖绩效管理全过程和绩效业
务全流程一整套制度办法和操作规程，
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规范高效；构建
了涵盖各行业各领域各层级的核心绩效
指标和标准 6400 多条，打牢了绩效管理

基础；将绩效管理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
行、监督全过程，从一般公共预算拓展到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
社保基金预算， 延伸到所有财政资金和
资金使用终端， 实施事前事中事后闭环
管理， 实现事前绩效评估和绩效目标管
理、事中绩效运行监控、事后绩效评价全
覆盖，基本建成省级“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截至 2020 年，在财政部地方财政管
理工作考核中，我省已连续 4 年荣获“优
秀”等次，获国务院通报表扬激励，在县
级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中连续 3 年位
居全国第一， 地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
核获得“优秀”等次，位居全国第八，受到
通报表扬。

（吴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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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资讯·

�� 截至目前，， 全省高铁运营里程达
22332299公里，，居全国第一位——————

国资赋能 安徽高铁““加速跑””

消费品工业“三品”示范企业新增 24家
总数达到 １３５家

近日， 省经信厅确定合肥普尔德医
疗用品有限公司等 24 户企业为 2020 年
安徽省消费品工业“三品”示范企业，截
至目前，总数达到 １３５ 家。

此次入选企业具体为： 合肥普尔德
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安徽富煌三珍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 客来福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贝宝食品有限公司、利辛县富亚
纱网有限公司、 安徽东方帝维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福香源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安徽龙润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省天麒面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哈博药业有限公司、安徽三宝棉
纺针织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八公山豆制
品有限公司、 滁州市金玉滁菊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安徽一隆羽毛纺织品科技有

限公司、安徽星星轻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古
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 溜溜果园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铜陵麟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池州市卓尔服饰有限公司、安徽天润
医用新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市猴坑茶业
有限公司、黄山奥菲家具有限公司、安徽
三兄弟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省经信厅提出，各地要加强对“三品”
示范企业的政策支持和引导，进一步扩大
“三品”示范企业的社会影响，形成全社会
关注和支持“三品”的良好氛围。已公布的
示范企业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强
化“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意识，聚力
提质增效和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推动我省
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吴量亮）

·财经调查·

我省多举措保障引江济淮建设资金

重大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量大，
及时保障建设资金，可确保项目又
好又快建成见效。 记者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从省发改委获悉， 我省通
过争取中央补助投资，落实省级财
政资金， 督促市县到位配套费用，
协调金融机构贷款等措施，全力保
障引江济淮工程建设资金需求。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工程累计
到位建设资金 495.3 亿元。

据介绍，省发改委、省水利厅、
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积极争取中
央补助资金，全力保障工程全面开
工建设。 截至去年 12 月底，国家已
累计下达资金 238.88 亿元（占中央

补助投资 94.34%）， 其中中央预算
内投资 161 亿元 、 中央专项资金
77.88 亿元。

在省级财政资金落实方面，财
政部门分年注入省引江济淮集团
注册资本金，2020 年安排省级政府
投资 20 亿元； 用好用足新增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9 月发行省本级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 20 亿元用于引江
济淮工程建设。 截至目前，累计到
位省财政项目资本金 202.28 亿元，
占省级资金 57.88%。在市县到位配
套费用方面，相关市政府共落实征
迁配套资金 54.14 亿元， 占市级配
套资金 83.34%。 （王弘毅）

题图：２０２０ 年 12 月 22 日， 列车飞
驰在合安高铁庐江段。

本报通讯员 左学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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