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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汪国梁 吴量亮

“腾笼换鸟”，钱从哪里来
———首笔“亩均英雄贷”，助古镇产业更新
地处马鞍山市最东端、皖苏交界处的千年古镇博望区博望

镇，素称“刃模具之乡”。 古镇东部的宁博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
众多刃具、模具生产企业汇集。 不过，曾经让古镇引以为豪的刃
模具产业，如今却受困于技术能力不足，产品同质化、低端化现
象严重。

破解“成长的烦恼”，推动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必须以亩
均效益为标尺，优化资源配置，倒逼低效产业与企业转型。 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强调，发挥“亩均论英雄”改革的牵引作用，深化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用最快的速度让最好的项目获得最优的
资源要素。 去年 11 月，省经信厅、省发改委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广亩均效益评价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依据亩均效益
评价结果，依法依规实施差别化财税、金融等政策。

“未来几个月里，这片地块上的 31 家低效企业将会停产搬
迁，目前已有部分企业签署了搬迁协议。 我们对园区进行改造
重建，腾出的资源用于支持更加优质、高效的产业和企业。”4 月
1 日， 负责宁博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的马鞍山博新高
科产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印辉告诉记者。

31 家低效企业的退出，涉及厂房和设备的拆迁、土地使用
权的收储、员工就业安排等诸多问题，需要大量资金。 低效企
业退出后，为了“腾笼换鸟”，还要在原有地块上新建办公楼、
生产研发楼、标准化厂房、仓储厂房等主体工程及配套设施，
同样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据测算，宁博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已
启动实施的 400 亩整治提升项目，总投资需 8.14 亿元。投资不
菲，预期收益更大。 该项目的实施，将推动园区企业竞争力和
资源利用率显著提升，预计亩均税收将由原来的 3.9 万元提高
到 10 万元。

钱从哪里来？ 今年 1 月，博新高科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马鞍山市分行获批了 6.5 亿元的“亩均论英雄”项目贷款 ，目
前已发放近 1 亿元。 这是我省首笔“亩均英雄贷”，为开展低
效企业整治提升和工业低效土地治理作出了有益探索。资金
到位后 ，首笔搬迁补偿款很快发放给企业 ，园区清理整治进
展顺利。

“作为首个落实‘亩均论英雄’改革的中长期贷款项目，‘亩
均英雄贷’是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百姓受益的具体
体现。 ”省经信厅厅长牛弩韬说。

第一个“吃螃蟹”，项目如何实施
———政府主导、国企实施、市场化运作
如何通过对工业企业绩效评价分类， 推动金融资源差别

化、市场化配置？ 第一个“吃螃蟹”者，总是被寄予开拓新路子、
创造新经验的希望。 在全省首笔“亩均英雄贷”项目中，政府、银
行与产业园区运营企业各自的角色定位，令人关注。 宁博一体
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贷款，采取“政府主导、国企实施、市
场化运作”的模式。

在运作主体上，借款人、项目实施主体博新高科，是博望高

新区管委会和博望区城投公司安徽横望控股集团共同出资成
立的国有企业。 博新高科通过市场化方式建设、运营宁博一体
化高新区产业园，以项目运营过程中获得的收益或综合经营收
益归还融资本息。

在操作路径上，农发行马鞍山分行、马鞍山市博望区共同
制定产业重塑方案，明确项目建设方向和办贷思路，确定拟清
退的低效企业名单。 博望区授权借款人、项目实施主体博新高
科完成低效企业的收购清退，在对原厂房拆除后，通过“工业+
科研”的建设方式推进低效闲置土地的再盘活、再利用，从而实
现市场化运作。

在还款方式上，项目的第一还款来源为项目建成后的厂房
租售收入和股东增资补贴收入，第二还款来源为马鞍山市润湖
水务有限公司、安徽横望控股集团共同提供的全额保证担保。

政府的主导作用，既体现在对项目目标、实施主体、实施方
式的设计上，也体现在对实施环节的把控上。

项目启动之初，当地政府对实施地块上的存量企业具体情
况进行摸排，根据摸排结果确定拟清退企业名单，组织专业评
估公司对拟清退企业的搬迁收购实施评估，分批次与清退企业
签订收购搬迁补偿协议， 确定清退完成后地块的建设内容，并
与农发行协同制定项目工作方案。

在组织实施时，当地政府明确项目实施主体，按照工作方
案，聘请专业咨询公司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项目总投资
和贷款金额，完成项目立项等前期行政审批工作，并将相关资
料提交至农发行当地县（区）支行。 借款人再按照办贷流程申请
贷款，推进具体的清退整治工作。

贷款银行农发行在项目中的作用，也不只是简单地发贷而
已，而是与政府密切合作，深度参与到项目方案的制定中。 “这
样既能深入了解情况、做好风险管控，也能提供靠前服务，让项
目方案更好地符合我行信贷准入条件，提高办贷效率。 ”农发行
马鞍山分行贷款经办人凌之光说。

“尝鲜”之后，有何反响
———多家金融机构跟进，为“亩均论英雄”赋能
在马鞍山市博望区与农发行“尝鲜”后，其他地方和多家金

融机构也在积极对接，试点推出“亩均英雄贷”。
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出台了《关于加强对“亩均英雄贷”项目

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已审批此类项目 5 个，贷款额度 42 亿
元，累计发放贷款 20 亿元；正在对接项目 8 个，申贷金额 45 亿
元。 “我们将坚持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定位，围绕省委、省政府重
大决策部署，积极发挥先导作用，打通资金供需的‘路’和‘桥’，
探索运用政策性金融、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攻坚突破、落地见效。 ”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张宝江表示。

农行安徽省分行、建行安徽省分行、广发银行合肥分行等
商业银行，近期均陆续出台相关文件，结合各自业务特点推出
“亩均英雄贷”金融服务产品。 以农行为例，“亩均英雄贷”在贷
款用途、期限、担保方式、审批和前置化服务等多个方面创新举
措，采取绿色通道、优先审批，省、市、支行三级联动，减少链条、
提高效率，并提供优惠利率，减轻借款人财务成本。 农行安徽省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春林表示，农行计划今年提供不低于 200
亿元的贷款额度，将“亩均英雄贷”覆盖到全省所有地市，专项

支持“亩均论英雄”改革的金融需求，并在 5 年内将贷款额度扩
大到 1000 亿元。

省经信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为熙介绍，从贷款对象和用途
看，目前试点推出的“亩均英雄贷”可分为项目贷和企业贷两类。

项目贷主要由农发行这样的政策性银行发出， 用于对亩
均效益综合评价为 D 类（最低等次）的企业和亩均效益水平较
低、高耗能高排放的低效企业进行全面整治提升，以及对批而
未供、闲置、低效用地和僵尸企业的集中处置，采取集中打包
的方式统一发放中长期贷款。 此类贷款利率较低、期限较长，
用于宁博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整治提升的首笔“亩均英雄贷”
即属项目贷。

企业贷由商业性银行发出， 面向亩均综合评价为 A、B、C
类的企业量身定制流程简、审批快、成本低的信贷产品，并安排
享受贷款“绿色通道”。 目前，广发银行合肥分行已在郎溪县开
展企业贷试点，出台“亩均论英雄”制造业小微客群信贷服务方
案，创新推出亩均信用贷、补偿贷、订单贷、担保贷和抵押贷等
子产品。 建行安徽省分行也将推进“亩均论英雄”优质客户综合
金融服务，重点聚焦 1.9 万户“亩均论英雄”企业，加大对专精特
新、先进制造、低碳绿色、消费民生、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实体
经济支持力度。

服务实体经济，实践意义何在
———纾融资之“困”，治低效之“疾”，

解链接之“难”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 血脉畅通，肌体才能强健、有活
力。 以“亩均论英雄”改革为背景的“亩均英雄贷”，对于实体经
济特别是制造业升级有着怎样的实践意义？

纾解企业融资之“困”，是“亩均英雄贷”最直接的作用。 近
期，省经信厅在落实省委、省政府“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题”

活动中，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实打实帮助企业纾困。 “我们在
调研中发现，一些亩均效益较好的中小企业，想要快速发展，但
受困于融资制约， 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将其与普通中小企业
区别对待提供信贷支持。 ”省亩均效益评价联席会议办公室主
任、省经信厅总工程师徐文章说。 “亩均英雄贷”按亩均效益的
实际贡献，配比差异化的信用贷款额度和优惠利率，帮助优质
中小企业降低了融资成本， 鼓励更多中小企业争做亩均效益
“领跑者”。

位于郎溪县的新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便是受益者。 新涛光
电负责人周心刚告诉记者，企业在当地亩均效益评价中位列 A
类，由于今年准备扩大产能，流动资金紧张。 去年底，新涛光电
与郎溪县另一家亩均效益评价 A 类企业科大重工，分别获得广
发银行合肥分行 300 万元授信。 目前，周心刚正准备提取贷款
用于原材料采购。

“亩均英雄贷”还有助于治理产业园区低效之“疾”。 如何倒
逼整改无望的低效企业和僵尸企业退出，一直是制约园区提质
增效的“顽疾”。 “过去，园区企业资金链断了、倒了，我们要一家
一家谈，由于种种原因往往难以达成盘活企业的一致意见。 ”曾
有多年园区工作经验的朱为熙说，“亩均英雄贷”特别是项目贷
不仅帮助园区清理了低效企业、僵尸企业，腾出更多资源加速
“腾笼换鸟”，更缓解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解决了已退出企
业和新入驻企业的后顾之忧。

通过设立“亩均英雄贷”和“亩均英雄白名单”，还解了政银
企三方链接之“难”。 园区发展缺土地、银行贷款缺优质项目、企
业融资缺授信等难题，一定程度上与信息不对称有关。 以亩均
效益综合评价为重要依据实施贷款项目， 降低了沟通成本，有
利于政银企三方合作共赢。

“可以说，‘亩均英雄贷’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举措，有助
于进一步完善我省‘亩均论英雄’改革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助推‘亩均论英雄’改革走深走实，促进产业园区升级和制造业
提质扩量增效。 ”牛弩韬表示。

“““““贷贷贷”””””中中中“““““论论论英英英雄雄雄”””””，，，，，有有有啥啥啥不不不一一一样样样

我省创新设立“亩均英雄贷”金融产品，在运用金融资本
助力“亩均论英雄”改革方面探索有效路径———

“不一样”才有“高质量”
纾企业融资之“困”，治园区低效之“疾”，解政银企三方

链接之“难”……作为推进“亩均论英雄”改革中的金融创
新，“亩均英雄贷”是践行省委“一改两为”要求的生动实践，
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的有益探索，必将助推“亩均论英雄”改革走深走实，推动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贷”中“论英雄”，“不一样”才有“高质量”。 瞄准企业、
园区和政银企对接面临的难点、痛点，“亩均英雄贷”对不同
绩效评价分类的工业企业实行“不一样”的配置，用最快的
速度让最好的项目和企业获得金融资源， 加速清退低效企
业进程，有利于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提升

亩均效益，为推进“亩均论英雄”改革在全省落地生根提供
了重要抓手， 为金融创新精准服务实体经济作出了良好示
范。 希望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发挥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创
新方式方法，出台差别化配套政策，让“亩均英雄贷”更好发
挥引导和支持作用，持续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金融创新就是要到实体经济运
行中去找准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
当前，我省正大力发展十大新兴产业、推进三次产业高质量协
同发展，这需要金融“活水”源源不断的有力支持，更为“亩均
英雄贷” 这样的金融创新提供了丰富应用场景和广阔作为空
间。 期待有更多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涌现。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