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取更多的国内外金融机构来皖设立分支，让金融机构向

皖北地区和大别山区延伸；加大村镇银行组建的力度，规范发展

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典当行……

安徽企业目前究竟怎样，“30条”意见的出台又会带来怎样

的效益？昨日，记者连线了一些企业和专家。

记者 任金如 宛月琴 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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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5 日在合肥皇冠

假日酒店三楼红枫厅，安徽博澳

企业两家世界级五星级酒店暨合

肥皇冠假日酒店，合肥贝斯特韦

斯特精品酒店开业媒体记者恳谈

会隆重举行。

博澳企业董事长刘林、合肥

皇冠假日酒店总经理、合肥贝斯

特韦斯特精品酒店总经理及全国

40余家媒体出席了会议。

据悉，2012年4月18日上午，

这两座恢弘气派的五星级国际大

酒店将同时在合肥开业。届时将

邀请到靳羽西女士作为第一位尊

贵客人光临入住。

这两家世界顶级大酒店是由

安徽博澳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23亿元人民币兴建的，先后引进

英国洲际酒店管理集团、美国贝斯

特韦斯特酒店管理公司品牌，分别

建成合肥皇冠假日酒店、合肥贝斯

特韦斯特精品酒店。

两大酒店位于合肥市黄山路

与西二环交口同一区域。坐拥第

一景观大道黄山路，毗邻政务文

化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捷。

两大酒店拥有客房超过1000

套，客房可容纳1400人同时入住，

宴会接待能力超过3600人。

而位于酒店第 27 层～第 32

层是精英俱乐部（香港精英会）是

全国最大的私人会所。同时也是

安徽最大的商务会所平台。

高端品牌酒店入驻合肥

“30条”成经济发展“推进剂”
专家、企业家解读省政府“30条”

【
专
家
解
读
】

昨日，省政府参事、省

社科院研究员孙自铎直接

为“30 条”意见“注解”——

针对我省经济现状做出有

针对性的政策，将直接推动

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安徽

经济发展的“软肋”之一就

是中小企业，将省里的政策

落实到位，为企业发展创造

良 好 的 环 境 ，今 年 尤 为 重

要。尤其是皖北地区，部分

县城贷款余额少、存款多，

多增加能服务市民的金融

机构，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非常重要。

中科大管理学院教授

刘志迎认为，“30 条”意见能

切 实 帮 助 企 业 解 决 困 难 。

今年，不少企业都遇到了这

样 或 那 样 的 困 难 ，总 结 起

来，一是市场方面的困境，

二是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上

的困境，从根本上而言，还

是企业没有根据经济发展

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产业

结构、产品结构，从而难以

适应市场需求，最终导致企

业陷入困局。

安徽企业发展，归根到

底需要靠自己，刘志迎说。

“30条”意见成经济发展“推进剂”

为什么政府都想引导几十倍

的社会资金流向中小企业，“30条”

意见中强调金融机构发展，因为中

小企业100万元的担保融资增量，

能够增加400万元的营业收入和40

万元的上缴税金。昨日，合肥工业

大学管理学院姚禄仕教授说。

虽然 2002 年 8 月，合肥市第

一家担保公司成立，但直至目前，

合肥只有44家有经营许可证的担

保机构，并且担保质量远远低于广

东佛山市，姚教授讲述了去年一次

课题的调研结论。

合肥担保的现状，是低于“国

家标准”。按目前合肥市222.3亿

元的实际在保规模和平均 15%担

保保证金测算，用于担保业务的资

本大约只有30亿元，担保资本的

主营业务比率大约只有38%，远远

低于国家要求。

合肥担保很多企业，都是在超

负荷运作。人均担保额达到6654

万元/人，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3000万元/人。可营业担保机构平

均每户19人，其中有5家担保机构

不到10人，个别担保机构只有5人。

金融机构发展：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中小企业
【
故
事
二
】

“如果能顺利从银行贷

到款，那对企业来说，就如同

甘霖一般”，昨日，合肥天纬

净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家喜欣闻省里出台“30

条”意见，很是振奋。他尤其

对“30条”中有关金融机构支

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具体政

策特别关注。

王家喜告诉记者，他们

是一家小型企业，涉足的是

国家大力支持和发展的环保

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

与我省转型发展导向相一

致。而处在成长期的他们目

前发展急需资金，但从去年

以来一度收紧的银行信贷，

让他们根本贷不到款，无奈

之下，他只好去借高利贷，这

无形中也增大了企业的融资

成本和发展风险。

“企业融资成本实在太

高了，银行贷不到款，逼着我

们只好借高利贷，现在一个

月光利息就要 1 万多元”，王

家喜就给记者算过一笔账，

他们公司的注册资金才50万

元，但现在精打细算还是借

了 20 多万元的民间贷款，5

分利，一个月利息就要 1 万

多。“实在有点吃不消”。

而在“30 条”意见中，王

家喜看到，我省将“进一步加

强银企对接，重点向金融机

构推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我省转型发展导向的项目，

推介中小微企业融资项目”，

他期待着通过这样的新政，

能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关注自

己的企业，并获得银行的资

金支持。

小微企业的振奋：银行贷款如同甘霖
【
故
事
一
】

“政府可以发挥‘红娘’作用，

帮企业去相亲”。3月30日，在马

鞍山，安徽省汽车及家电用钢产

需对接会。省内汽车和家电企业

与马钢“一口气”就现场签订约80

万吨钢供货合同。此次对接会是

我省为推进本地产品本地销售举

行的首个对接会，马钢成为第一

个被推介企业。

此次发布的“30条”意见中，

第1条就明确要求：各地、各有关

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深入企业开展

调查研究，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排

忧解难。对困难较多的骨干企

业，采取一企一策的办法，实行有

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深入企业，才能为企业解决实

际问题。此次对接会上，通过马钢

公司与省内汽车、家电生产企业的

产需对接合作，不仅推动省内产业

间合作，就近取材，降低流通成本，

实现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三方

共赢，同时推进产需双方的深入了

解，进一步增强区域产业间的凝聚

力，更好地发挥全省优势产业间的

协同发展效应。

其实，不光是马钢，作为此次

对接会主办单位之一的省经信委

主任赵炳云就表示，钢铁、汽车、

家电是我省三大支柱产业，为应

对严峻的发展环境，保持全省工

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省

经信委将不断搭建各种类型的产

需对接平台，扩大本地产品销量，

引导企业调结构、促销售，在互惠

互利中加强合作，在抱团发展中

实现共赢，使全省企业协同发展

效应不断显现。

政府的“红娘”作用：帮企业去相亲
【
故
事
三
】

让安徽更多的企业走上上市

之路。昨日，已经启动上市计划

的安徽詹氏食品有限公司，其合

肥分公司营销总监潘道伟告诉记

者：“詹氏山核桃，将成为中国坚

果食品行业领导型龙头企业。”

“30条”意见中，政府支持并

补贴企业上市，绝对是企业希望

听到的声音。“我们企业也想借助

资本市场，让企业的未来有更多、

更好的平台”，潘道伟说。詹氏的

计划，2013年实现产值4个亿、利

税8000万，带动物流配送、印刷包

材等相关产业发展，解决就业

2000人，产业链条辐射10万农民

增收。

而在完成这个“跳跃”之后，等

待詹氏的就有可能是资本市场的

怀抱。地区企业发展的“艰难”，已

经浓缩在詹氏的发展历程之中：从

1995年，詹权胜3万元创业成立南

极炒货厂，到2010年，企业筹备上

市，詹氏足足花了5年时间。虽然

潘道伟不愿意透露企业的具体上

市节点，但是打造线下连锁专卖店

和线上电子商务，显然是詹氏搏击

资本市场的“利器”。

目标，致力于锻造中国最完

整的坚果食品产业链，打造中国

坚果食品最专业化的生产商和连

锁渠道商。而完成这一最终目

标，融资上市是詹氏的不二选择。

企业上市“梦”：借力资本市场打造更好平台
【
故
事
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