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 月 31 日，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国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职工在赶制新能

源圆柱电池。 特约摄影 王文生 本报通讯员 丁刘彬 摄

■ 本报记者 许昊杰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通报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重点改革任务地方整体评估情

况，安徽国企改革获评 A 级，获全国通报

表扬。

此前，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关于推广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综合

典型和专项典型经验的通知》，我省共 4

个案例入选。其中，海螺集团改革案例入

选综合典型经验，皖维集团入选“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江汽集团入选“积极稳妥深

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叉车集团入选“健全

市场化经营机制”等专项典型经验。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以来，我省

坚定不移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交出优异

成绩单。129 项重点改革任务全面完成，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形成了一批标

志性成果和特色经验做法。截至 2022 年

底，安徽省属企业资产总额 22215 亿元，

营业总收入达到 10234 亿元，营业收入利

润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4 个百分点。

海螺集团、铜陵有色连续 4 年进入世界

500强。

在改革具体成效方面，我省国有资本

布局结构实现整体优化，国有资本加快向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实现经理层

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覆盖，各级企

业董事会与 3500 多名经理层成员签署

“两书一协议”。全面实行公开招聘、全部

签订劳动合同、全员开展绩效考核。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在系统推进国

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的表现上尤为突

出。我省制定实施省属企业国有资产资

本化证券化工作方案，省属企业控股上

市 公 司 增 至 24 户 ，资 产 证 券 化 率 突 破

50%，全年直接融资超千亿元。千亿规模

的 7 只 省 级 国 资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成 功 组

建。省属企业集团层面混改和股权多元

化企业已达 6户，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

制占比 72.2%。发起设立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金，首次举办全省国有企业混改项

目推介会，涉及项目 99 个、计划引资规模

470亿元。

近年来，我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中，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

关键词，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

皖所长，取得了全方位、突破性的成效。

今年 1 月，为高标准打造长三角产权

市场体系、高质量建设长三角产权交易

共同市场、高水平推动长三角产权一体

化合作，长三角三省一市国资委联合制

定印发了《长三角产权交易共同市场建

设方案》。《方案》提出聚焦地方国企、中

央企业权益类（产权转让、企业增资）业

务、资产交易业务、知识产权交易业务等

五大重点领域合作，到 2025 年实现四地

交易机构联动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业务

互利合作逐步展开、一体化信息披露和

项目推介基本实现等目标。

此外，我省还积极推动长三角国资

国企合作，主动融入和服务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推动省属企业经营发展继续保

持优良态势。

5 月 30 日至 31 日，以“扎实推进国企

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助力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长三角地区

国资国企联席会议在江苏召开。会议期

间，共有 31 个战略合作协议和重大项目

集中签约，项目投资主要涉及基础设施

建 设 、生 物 医 药 、现 代 服 务 、金 融 等 领

域。其中，安徽国有企业签约项目 11个。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

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更高起点上，

我省将组织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

升行动，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

本和国有企业，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提供战略支撑。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改革，是一条永不停歇的进取

之路。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活

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

市场容量最大的区域之一，一直走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列。

新时代背景下，面向高质量发

展，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

更强。沪苏浙皖协同一心，在长三

角区域着力破解各领域深层次体制

机制障碍，探索各领域改革的联动

和 集 成 ，争 做 改 革 先 锋 ，勇 筑 创 新

高地。

构建统一开放的
市场体系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的 核 心 要 义 之

一就是要消除行政壁垒、打破市场

分 割 ，建 立 统 一 开 放 的 市 场 体 系 。

近 年 来 ，长 三 角 市 场 规 模 不 断 壮

大 ，软 硬 件 基 础 不 断 夯 实 ，有 力 支

撑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瞄准更便利、更快捷、更高效，

长 三 角 敞 开 市 场 准 入“ 一 扇 门 ”。

创新“互联网+窗口 ”服务模式 ，构

建 经 营 主 体 登 记 注 册“ 跨 省 通 办 ”

服 务 体 系 ，实 现 经 营 主 体 登 记 、工

业产品许可、食品生产等 50 余个事

项在长三角地区的“一网通办”；上

线 长 三 角 经 营 主 体 基 础 数 据 库 和

可视化平台，建立健全经营主体登

记信息共享机制、电子营业执照跨

地区互认应用机制、市场监管登记

许可事项“一网通办”机制、外国企

业公民公证认证互认机制等，深化

市场准入准营退出规则体系建设，

加快实现了企业开办、企业注销和

涉 企 经 营 许 可 事 项 管 理 等 标 准 统

一，有力促进了市场准入改革在长

三角四地“齐步前行”，极大激发了

市场活力。

规 则 统 一 的 制 度 体 系 是 建 设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的 重 要 前 提 。 今

年初，一市三省的市场监管局联合

出台《长三角地区市场监管领域轻

微 违 法 行 为 不 予 处 罚 和 从 轻 减 轻

处 罚 规 定》，推 动 长 三 角 市 场 监 管

部门统一执法尺度和裁量标准，提

升区域执法办案一体化水平。

法 治 是 最 好 的 营 商 环 境 。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发 展 国 家 战 略 实 施 以

来 ，长 三 角 加 强 市 场 治 理 协 同 联

动 ，统 一 执 法 标 准 ，用 同 一 把“ 标

尺 ”筑 牢 维 护 市 场 秩 序 的“ 防 火

墙 ”。 聚 焦 执 法 协 助 、联 动 、互 认 ，

推 动 调 查 取 证 、专 项 行 动 、证 据 援

用 3 个“一体化”，自 2019 年联合签

署 全 国 首 个 区 域 性 市 场 监 管 联 动

执法实施办法以来，持续强化反垄

断、价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联动，

完 成 异 地 案 件（线 索）协 查 累 计 20

余万件，实现生产、销售多环节、全

链条打击，保障了长三角市场环境

更有活力、更加有序。围绕网络监

管、广告监管等重点领域探索跨区

域 共 治 ，出 台 长 三 角 电 商 平 台“ 规

范 指 引 ”和“ 服 务 合 同 范 本 ”，上 线

长三角“网购（订餐）大家评”，统一

“ 三 品 一 械 ”广 告 审 查 标 准 。 加 快

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放

心 、质 量 领 先 、满 意 消 费 、示 范 引

领 ”的 长 三 角 现 代 化 市 场 监 管 体

系，为打造强劲活跃增长极提供了

有力保障。

共塑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推动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 。 长 三 角 统 筹 推 进 政 务 服 务

跨 域 通 办 ，打 破 各 地 行 政 区 划 壁

垒，创新制度设计，重塑服务标准，

再造审批流程，建立一体化的营商

环 境 。 上 海 牵 头 组 建 专 班 推 进 长

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实现跨

区 域 数 据 共 享 应 用 、业 务 标 准 互

认、流程优化再造，目前 140 项政务

服务事项在 41 个城市跨省市通办，

身 份 证 、驾 驶 证 、行 驶 证 等 37 类 高

频电子证照实现共享互认。

示范区引领创新改革

不久前，在苏浙皖交界处的安

徽 广 德 市 ，“ 长 三 角（一 地 六 县）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联合执法队”揭牌

成 立 。 这 是“ 一 地 六 县 ”合 作 的 最

新成果。

打造协同创新发展示范区，担

起“先手棋”的历史使命，近年来，围

绕环保、产业、金融等多个方面，一

市三省推选试点城市，合力推动示

范区建设，引领创新改革。

落 实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2020 年 ，

三 省 一 市 就 共 建“ 一 地 六 县 ”产 业

合 作 区 形 成 共 识 ，“ 一 地 ”，指 的 是

上海光明集团绿色发展基地（白茅

岭 农 场）；“ 六 县 ”，包 括 江 苏 省 溧

阳 市 、宜 兴 市 ，浙 江 省 长 兴 县 、安

吉 县 ，安 徽 省 宣 城 市 的 郎 溪 县 、广

德 市 。“ 一 地 六 县 ”地 缘 相 接 、文 化

相 亲 ，具 有 相 互 融 合 、协 同 发 展 的

天 然 基 础 ，如 今 ，安 徽 广 德 、郎 溪

与 江 苏 溧 阳 已 累 计 推 出“ 跨 省 通

办 ”事 项 114 个 ，涵 盖 企 业 开 办 、新

生儿入户等高频服务事项；广德市

数据资源管理局与长兴、安吉两地

对 接 ，将“ 跨 省 通 办 ”合 作 机 制 覆

盖“ 一 地 六 县 ”全 域 。 2022 年 ，宣

城 市 新 建 亿 元 以 上 省 外 投 资 项 目

508 个 ，其 中 来 自 沪 苏 浙 地 区 投 资

项目 405 个，约占 80%。

今 年 初 ，上 海 、南 京 、杭 州 、合

肥、嘉兴共建长三角区域科创金融

改革试验区，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跨

省域的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5 座

城市各有各的特色和优势，着眼金

融 、科 技 和 产 业 良 性 循 环 与 互 动 ，

紧 扣 科 技 高 水 平 供 给 和 区 域 高 质

量发展，以金融支持长三角协同创

新 体 系 建 设 ，加 快 构 建 广 渠 道 、多

层 次 、全 覆 盖 、可 持 续 的 科 创 金 融

服务体系。

共 建 长 三 角 生 态 绿 色 一 体 化

发 展 示 范 区 ，顶 山 — 汊 河 、浦 口 —

南谯、江宁—博望省际毗邻地区新

型功能区建设纵深推进，探索形成

了一批跨界协同发展试点经验，长

三 角 生 态 绿 色 一 体 化 发 展 示 范 区

已 推 出 两 批 八 大 类 73 项 一 体 化 制

度创新成果 ；“G60 科创走廊”建立

“跨区通办”窗口，投放企业登记自

助终端，实现经营主体登记注册异

地申请、异地领证……种好一体化

制 度 创 新“ 试 验 田 ”，如 今 ，虹 桥 国

际 开 放 枢 纽 、G60 科 创 走 廊 、皖 北

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宁马宁滁等

一批跨界区域率先突破，长三角跨

区 域 一 体 化 发 展 已 从 项 目 协 同 走

向一体化制度创新，为全国其他区

域一体化发展作出示范。

协同探索重点
领域改革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 ，我 国

“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

啃”。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

础，亟须在重点领域改革取得实质

性进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制度

基石。

建设科技创新基础体系，健全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长三角深化跨

区域联合攻关，初步实现部省（市）

任务联动、资金联合、管理联通“三

位一体”，打破了长三角区域多年以

来的壁垒；在组织方式上，以“揭榜

挂 帅 ”方 式 ，推 动 企 业 成 为 创 新 决

策、科研投入、组织科研和成果转化

的主体。去年 11 月，15 项纳入首批

长三角联合攻关计划，超过 40 家的

长三角高校院所、企业参与，汇聚了

复旦大学、之江实验室、国家超级计

算无锡中心、合肥工业大学等一批

优势科研力量。

推进民生成果惠及全民的民生

制度改革，长三角地区深入推进社

保服务一体化，自去年 10 月 1 日起

同步推进长三角区域居民服务“一

卡通”，探索“一卡通”在交通出行、

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实现“同

城 待 遇 ”，在 示 范 区 率 先 打 造 敬 老

“一卡通”服务管理模式。如今，长

三角教育、公安、民政、人社等领域

约 100 项 政 务 事 项 支 持 凭 卡 办 事 ，

区域所有城市公交地铁、1717 个文

旅场馆支持社会保障卡通用，人社、

财政等领域待遇补贴通过社保卡直

达个人，41 个城市近 1 万家医疗机

构支持凭医保卡就医。

在 金 融 领 域 推 进 金 融 信 息 共

享。长三角共建“长三角绿色金融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推 动 长 三 角 绿 色

金 融 评 价 定 性 指 标 体 系 的 基 本 统

一和绿色金融评价工作“线上化”，

推动长三角绿色金融一体化发展。

截至 2022 年末，安徽绿色贷款余额

6220.7 亿元，同比增长 47.6%。同时，

长 三 角 持 续 加 强 区 域 金 融 稳 定 信

息和经济金融统计信息共享，积极

推动房地产、反洗钱、外汇、征信等

领 域 合 作 监 管 ，共 同 防 范 区 域

风险。

完善促进生态文明的基础制度，

长三角共助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划

定 三 省 一 市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总 面 积

7.71 万平方公里；引导大宗货物集疏

港运输向铁路和水路转移，岸电覆

盖率和使用率显著提升；培育绿色

制造标杆企业，开展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推广和智能光伏试点示范；选

取部分城市开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

试点；探索将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纳

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2022

年，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83.0%，较 2018年上升 7.3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31 微克/立方

米，较 2018 年 下 降 26.2%，连 续 3 年

达 到 国 家 二 级 标 准 ；594 个 地 表 水

国 考 断 面 水 质 优 良（I—III 类）水

体 比 例 为 92.1% ，全 面 消 除 劣 Ⅴ 类

断面。

破除壁垒
深化改革当先锋

■ 本报记者 何 珂

去年 11 月，长三角“拉了个群”。上

海、南京、杭州、合肥、嘉兴 5 座城市位列

其中。他们一起要探索的是，如何推进科

技金融改革，加大金融支持创新的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

《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嘉兴

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明确，要通过 5 年左右时间，将上海市、

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嘉兴市科创金

融改革试验区打造成为科创金融合作示

范区、产品业务创新集聚区、改革政策先

行先试区、金融生态建设样板区、产城深

度融合领先区。

近期，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科创

企业负责人坦言，在合肥融资更轻松了。

“作为一家科技型小企业，我们的固

定资产占比少，之前在银行融资方面屡

屡碰壁。”合肥迈思泰合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情况很快发生了转变，徽

商银行在走访中，向我们介绍了该行的

一系列科创金融产品，并且通过线上信

用产品‘科技 e 贷’，为我们发放了 300 万

元的信用贷款资金，办理流程简单，贷款

利率较低，而且可以随借随还，非常灵

活，给企业短期周转带来了便利，也为

企业成长提供了更大力度的支持。”

科创企业具有高科技、高风险、

高成长、轻资产等特点，传统的以

财务数据为主的信用评价模式难

以精准评价企业发展前景，进而

导致金融机构不敢贷。创新体

制机制和模式路径，才能让金

融“活水”更好润泽创新土壤。

徽商银行负责人介绍，结

合科创企业特点，该行创新了“线上+线

下”“标准+特色”的专属产品，重点结合

“科创打分卡”五维参数，自主研发了“技

术流”评价体系，并依托该体系开发了

“科技 e 贷”“初创 e 贷”等线上贷款产品，

截 至 目 前 ，线 上 科 创 信 用 类 贷 款 余 额

56.66亿元、贷款户数 2031 户。

这样的科创金融产品创新在合肥并

不少见。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

行设立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专项贷款、

研发贷款等特色产品，为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建设等创新联

合体科研攻关项目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

持；杭州银行合肥分行因地制宜推出“创

新贷”“青创贷”“科技专新贷”等 20 余款

创新信贷产品；徽商银行创新推出羚羊

平 台 专 属 线 上 供 应 链 产 品“ 工 业 互 联

贷”，打造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综合

金融服务体系……

科创与产业同频共振是合肥争先进

位的特色打法。去年以来，合肥以获批

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契机，积极引导

金融高质量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合 肥 市 地 方 金 融 监 管 局 负 责 人 介

绍，改革试验区获批以来，积极推动金融

机构开展科创金融产品创新、引导设立

科创金融专营（特色）机构，今年以来，全

市新增各类科创金融专营（特色）机构 6

家，新增科创金融服务中心 2 家，设立工

商银行“科创企业家加油站”，为工商银

行全国首家科创企业家特色站点。目

前 合 肥 市 已 有 37 家 科 创 金 融 专 营（特

色）机构推出 110 余项科创金融产品，聚

力为科创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流畅

的金融服务，让科创企业贷不难、贷不

贵、贷不累。

科创金融探索创新

5 月 29 日，群众在淮北市不动产登记大厅“一窗受理”集成窗口办理不动产登记

及水、电、气开户业务。 本报通讯员 李 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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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0 日，滁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在企业服务窗口

为一家民营物流企业办理业务。 本报通讯员 方 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