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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任金如

昨日，市场星报记者从省
物价局获悉，在11月15日国
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普遍
性降费之后，我省涉企收费项
目明年或将再次调整。根据
国务院此次会议的办法，明年
1月1日起，包括企业、个体工
商户注册登记费等12项收费
将取消或者暂停，我省已取消
了企业注册登记费等项目，这
样，一家注册资金为50万元、
年营业额达到30万元、初次
创业的小微企业，创业首年或
可减免费用5850元。

我省仍然准备征收57项涉企收费和部分涉企基金项目等，市

场星报记者从省物价局了解到，一些基金项目，和老百姓的生活

息息相关。譬如，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小型移民扶助基金）。教育

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的范围就是缴纳增值税、营业税、

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省国土资源厅的土地登记费、省农委的农

机监理费等收费项目，小型微利企业可以免予征收。

一些保证金，我省还要收取：包括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矿

山资源恢复整治保证金、省级和区际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权履

约保证金、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旅行社旅游质量保证金

等。高速公路、水利建设工程施工企业都需要缴纳农民工工资支

付保障金。其中，高速公路工程：施工企业从事主体工程（路基、

路面、拆隧）的，每一承包合同项目工资支付保障金金额为 80万

元；从事房建及附属工程的，每一承包合同项目工资支付保障金

额度为20万元。

【关键词一】：新建项目

1~10月份，全省新建1亿元以上项目2470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277个，其中滁州、宣城、芜湖、马鞍山、安庆五市超200个。

【关键词二】：资金来源

沪苏浙两省一市在皖投项目3744个，实际到位资金3735.5亿

元，占全省53.6%，同比增长14.9%。其中浙江省到资1577.3亿元，居

全国第一位；江苏省到资1370.1亿元，居第二位；上海市到资788.1亿

元，居第五位。

此外，北京市（含央企）在皖投资1亿元以上在建项目530个，到

位资金1029.1亿元，居全国第三位；广东省647个项目，到位资金

829.6亿元，居第四位。

【关键词三】：资金去向

近7000亿元的实际到位资金，都流向我省哪些地市呢？

统计显示，合肥前10个月在建亿元以上省外项目750个，共到位

1014.7亿元；芜湖在建亿元以上省外项目756个，到位资金872亿

元；宣城526个项目共达到资金525.2亿元；327个亿元以上项目落户

蚌埠，到位资金为524.3亿元。

此外，到位资金在500亿元以上的还有马鞍山，为516.7亿元。

安庆、滁州和宿州三市前10个月的到位资金也均在400亿元以上。

【关键词四】：产业分布

1~10 月份，全省利用省外资金在三次产业的分布为 3.3%、

61.3%、35.4%，一产、三产分别增加0.1和0.7个百分点，二产下降0.8

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二产中制造业项目3868个，到位资金3828.0亿元，占

全省55.0%。其中，装备制造项目1095个，到位资金1087.6亿元，3

个项目引资超30亿元。

三产中，超过一半的省外资金投资商业，前10个月到位资金

1246.7亿元；1.5%的省外到位资金投资房地产，金额为101.1亿元。

省外资金去哪儿？一半“流入”合芜宣蚌马

记者 丁林

安徽利用兄弟省份的资
金情况如何？哪些省市热衷
在皖投资？我省哪些地市对
省外资金又更有吸引力？省
合作办昨日发布了今年前10
个月我省利用省外资金的情
况：全省1亿元以上在建省外
投资项目6231个，实际到位
资 金 6963.3 亿 元 ，增 长
17.5%。这些资金中，有一半
流向了合芜宣蚌马，同时，
55%的省外资金投在了制造
业上。

我省涉企收费项目或再调整

小微企业创业首年最高减免5850元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明年实施

我省公共资源将统一平台交易

合肥跟省里共组公共资源交易场所

办法里提到，省、合肥市共同组建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场

所，鼓励设区的市与所属县公共资源交易场所一体化管理，鼓励跨

市异地利用公共资源交易场所实施公共资源交易。

公共资源交易场所的运营机构（以下称交易中心）应当按照场

所服务标准，提供评标评审、验证、现场业务办理等交易服务，不得

与综合管理和行业监督部门有隶属关系。

公共资源交易将向电子化平台过渡

办法规定，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市、县人民政府可以相对集中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行政处罚权。也就是说，今后无论是招标投

标、政府采购还是土地出让等哪个行业领域的公共资源交易行为，

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可以由一家执法单位进行执法、处罚。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将推动建立公共资源的交易、服务、监

督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市场信息、信用信息、监督信息、专家资源

等，逐步实现公共资源交易从依托有形市场向电子化平台过渡。

交易中心一般不收费

办法规定，交易中心不得行使或者代行行政审批、备案权，不

得违法从事招标代理等中介服务。

交易中心和综合管理、行业监督部门不得设置会员注册、资质

验证、投标或者竞买许可、违法强制担保、要求设立分支机构等限

制性条件，不得干预交易活动。

交易中心一般不收费。确需收费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按照补偿运营成本原则核定收费项目和标准。

从业者违法行为将被记录和公开

此外，行业监督部门应当建立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主体和从业

人员信用数据库，记录违法违纪行为，并依法公开。

交易中心及其工作人员有：行使或者代行行政审批、备案权；

直接或者变相违法从事招标代理等中介服务；违法设置市场准入

限制性条件；干预交易活动；违反规定收费等行为之一的，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 祝亮

公共资源交易包括工程
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
购、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出让、国有产权交易等，以往
是易滋生腐败的领域。11月
17日，《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公布，我
省将对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
理实行综合管理与行业监督
相结合、监督与交易经办相分
离的监管体制，统一制度规
则，统一平台交易，统一服务
标准，统一信息公开。

市场星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对注册资金为50万元、年营业额达

到30万元、初次创业的小微企业来说，最多有望为其在创业第一年

减免约5850元的费用。包括：教育费附加等5项政府基金1800元

（按照30万元的千分之六折算）；残疾人就业保障金3500元（按照一

家企业应缴费人数为5名，每人每年700元数额计算）；房屋所有权登

记费550元。

● 取消或暂停征收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等12项收费；
● 对小微企业免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费等4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我省：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等仍需征收

新政：小微企业创业第一年减免约5850元

● 对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的小微
企业，自登记注册之日起 3 年内免征教育费附加、
文化事业建设费等5项政府性基金；

● 对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在职
职工总数不超过 20 人的小微企业，自登记注册之
日起3年内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 对养老和医疗服务机构建设减免土地复垦
费等7项收费;

● 继续对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
和复转军人自主择业创业，免收管理、登记和证照
类行政事业性收费。

明年1月1日至2017年底

自2015年1月1日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