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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档案

1993年5月经合肥市人民政府批

准成立。2005年12月被国家发改委

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2007年1月

经安徽省科技厅批准为首个省级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是合肥“141”空间发展

战略北部组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位于合

肥市北二环和外三环之间，距合肥

北环高速公路入口 2 公里，蒙城北

路、阜阳北路、淮南北路三条主干

道对接市区，北外环高速直接连接

合徐、合宁、合芜、合安、合六、合淮

阜等 6 条高速，合肥北站物流基地

坐落在园区南侧，新建中的合肥新

桥机场距园区仅10分钟车程。

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少开发区

都为地发起了愁，双凤开发区也是

如此。因此，一场腾笼换鸟的旋风

在开发区内刮起。

“对于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

企业以及一些低效企业，我们动员

它们把闲置的土地让出来，让给更

好更大的项目。”许汉生上任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挖掘开发区的土地

潜力，吸引有前景的项目入驻。

对于一些在市场波动中被洗

牌的企业，双凤开发区对资产进行

客观评估后，以最少的资金弥补损

失，买回低效土地；对于低效企业，

开发区则引导其进入标准化厂房，

在生产、租金等方面给予优惠。

据了解，双凤开发区现有规划

用地19.19平方公里，拓展县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园17平方公里，下塘重

工业基地 50 平方公里两个新区，

规划总面积约86平方公里。

而在未来五年，双凤开发区将

力争打造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家电及其配套产业基地、电力电气

产业基地、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

安徽省内重要的食品加工、新型建

材基地；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配

套、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初具规模。

用许汉生的话说，双凤开发区正在

为了“千亿”的目标而奋斗，力争到

201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500亿元，

财政税收 50 亿元，经济总量占到

全县的70-80%。

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

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

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记者驱

车经过双凤开发区内的一条道路，

一篇《双凤志》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细细品味，也许在“不飞不鸣”的双

凤人心中，还藏着一份一鸣惊人的

“鸿鹄之志”。

一段不飞不鸣的“潜伏期”

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

腾笼换鸟后酝酿“一鸣惊人”

记者：您印象中的双凤开发区是怎样的？跟其他的开发

区相比有何特色？

许汉生：从1993年成立至今已经18年，按照人的年龄算，

双凤开发区已经算是个成人了，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经开

区、高新区、新站区，唯独合肥的正北部没有一个大型的产业

聚集区，因此，双凤开发区要从粗放型的杂货摊向专卖店转

身，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记者：有一句话叫“大领导招大商”，您在招商的过程中

有什么心得？

许汉生：常规发展在开发区并不叫发展，只有非常规的

发展才能称得上是发展，不少开发区在招商的过程中盯着大

企业名企业，这点无可厚非。但一个企业特别是有发展潜力

的企业就是一颗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抓大”的同

时不“放小”，一些刚进入开发区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也可以

在有关部门的培育和引导下走在行业前列。

记者：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有时候会产生冲突，双凤是

如何权衡的？

许汉生：不能用舍弃生态环境来谋求经济的快速发展，

要让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同时趋好。因此，我们在规划中规

定，阜阳北路以西不再布局工业，而是依托两大水库规划万

亩都市型生态园林。在阜阳北路以东，我们对高污染的企业

也实行“一票否决制”，无实力的企业进不来，有实力但环保

不达标的企业照样进不来。

记者 周平 沈娟娟/文 李超钰/图

沿着合肥蒙城北路、阜阳北路、淮南北路三条主干道一路向

北，冬日阳光照耀下的道路越来越通畅，在离合肥市中心 20 分

钟车程的地方，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双凤开发区正在静静

地等待一飞冲天的机遇。让秸秆“变废为宝”的大块头、使生活

“零能耗”的小房间……这些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也是双凤

开发区的一张张“名片”。

辣喉咙熏眼睛，一提到秸秆，

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刺鼻

气味和浓浓烟雾，可让人想不到的

是，这些秸秆完全可以通过加工，

“变身”成一种燃料。在合肥双凤

经济开发区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

一个穿着蓝衣裳的大家伙就是为

了将秸秆“变废为宝”。

“其实，这已经是我们的第 5

代设备，开始研发这个设备完全是

因为一批找上门的订单。”合肥富

通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邹

益坚还记得，2007年公司落户双凤

开发区后，日本、韩国等能源缺乏

国家就曾主动“抛绣球”，想购买一

些类似的设备回国发电，而这也让

传统的企业动起了脑筋。

邹益坚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

绍起来：“看，把花生壳、木材、稻

壳、秸秆等输送进去，经过压缩，就

可以成为生物质燃料，废物利用的

同时还能减少污染。”

这样一台设备一年能减少多

少污染？邹益坚告诉记者，可以让

300吨标准煤下岗！合肥一些知名

的企业已经“尝鲜”这种环保节能

的产品，甚至部分还会“漂洋过

海”，出口到外国。

“当时，双凤开发区招商引资，

我看中了它的魅力和潜力，现在公

司的业绩就是一张最好的成绩

单。”邹益坚透露，相比刚开始落户

时，公司业绩已经翻番了。

一台设备让300吨标准煤“下岗”

在双凤经济开发区，这样走发

展“新路”的企业并不只是富通一

家，合肥荣事达太阳能科技有限公

司同样是做起了能源的文章。

屋顶装着太阳能电池，可以解

决一部分房屋的用电问题；地面装

着暖气，升高温度的同时还可以用

上热水……虽然我们平时住的房

屋还没有达到如此水平，但一间小

小的零能耗节能房却让这一切梦

想成真。

“新能源、环保、低碳等和产业

政策相吻合，虽然目前居民的意识

还有待提高，但前景我们十分看

好。”合肥荣事达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毫不掩饰，就是在

双凤开发区的土地上，2011年公司

的销售额迈上亿元台阶，还在太阳

能企业中排名前十甲。

一项公开的数据显示，在合肥

双凤经济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111家，2011年产值超10亿元的企

业有2家，产值超亿元的企业有41

家，税收超千万元以上工业企业有

6家，超百万的企业有48家，伊利、

中粮、鄂尔多斯、鸿路等知名企业

的“身影”都在其中。

这些企业都是如何和双凤“邂

逅”的？刚从北京招商回来的合肥双

凤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许汉生坦言，大

领导招大商，所以他几乎每个月都得

出去几次，跟企业家们洽谈沟通。

跟其他开发区招商模式有所

不同的是，双凤经济开发区的招商

是“点对点”的，将已落户开发区的

325名热心企业家按区域、产业细

化分类，通过配套企业对接主机企

业、关联产业对接、地缘人脉关系

对接等三种方式，对接 2049 家全

国 500 强企业及全国知名非公企

业，使招商活动由“被动”变得“主

动”，由粗放式变为精细化。

一个开发区“对接”2049家企业

●扩区后，规划面积最大的省级开发区

●全国最大的专业钢结构企业

●合肥省级开发区首个本土培育的上市企业

●全省首家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

●制造出世界上最大的4000千瓦大功率潜水泵

●省级开发区首家私募股权基金企业

●亚洲最大的水工实验室

●全省首家同时拥有铁路客运站和货运站的省级开发区

●全省钢结构第一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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