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玮伟

2011年，我省居民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1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00亿元，进出口300

亿美元、增长20%以上。但国际市场的严峻，以及贸易摩擦的应对让省内不少外贸企业感到压力重重。

新的一年，我省商贸流通业会有怎样变化？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2012年，我省将继续拉动消费，有效

引导城镇居民消费能力的释放。同时，进一步加快在利用外资的步伐上，加强平台建设、加大招商力度。

商业

编辑 沈艳 组版 崔琛 校对 李文静
2012年1月6日 星期五

策
划B2

2012年，我省在延续去年的

工作之外，还将重点培育进出口

“双亿”主体（过亿美元县、过亿美

元企业），强力引进外向型大企

业，积极承接外向型产业大规模、

集群式转移。同时，将培育一批

省级重点文化出口企业，支持合

肥、芜湖等地动漫出口；强化对龙

头企业、重点项目的招商引资力

度，带动全省服务贸易发展。

另外，在进一步加快利用外资

的步伐上，力争2012年总投资超

亿美元大项目签约20个以上，总

投资超亿美元的大项目落户或到

资20个以上。在推进项目建设带

动“走出去”上下工夫，重点推进铜

陵有色对南美的铜矿开采投资项

目、皖北煤电的澳大利亚煤矿项

目、省外经建的津巴布韦金刚石矿

项目进程，不断拓宽境外资源开发

利用的渠道和领域。

2012年，我省旅游业也将迎

来跨越大发展。记者从省旅游

局了解到，我省将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顺

势而为，乘势而上，努力实现旅

游业又好又快发展。其中，力争

在 2012 年底实现接待入境游客

305 万人次；国内游客 2.75 亿人

次；旅游总收入 2200 亿元的目

标，三大指标均较 2011 年增长

20%以上。

大 项 目“ 拉 动 ”大 旅 游 。

2012 年，我省新增投资的旅游

项目力求突破千亿元。进一步

落实重大旅游项目调度制度，

按照分类指导、分级管理的原

则落实重点旅游项目建设责任

制。召开重大旅游项目推进

会，不断完善旅游项目风险担

保贴息政策，推动资金等向重

大旅游项目倾斜。加强旅游项

目的招商引资，筛选一批对全

省旅游发展具有重大牵动力的

旅游项目。

据介绍，2011年，安徽省货币

信贷运行的稳定性、均衡性、针

对性和有效性显著增强，贷款增

速和增量逐步回归常态。

数据显示，去年9月末，我省

人民币贷款增速 18.8%，高于中

部其他五省平均增速2.5个百分

点；前三季度我省人民币贷款增

量 1733.7亿元，高于中部其他五

省平均增量352亿元。

2011年前10个月，全省直接融

资641.87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长

51.44%，高于全国12.65个百分点；

融资规模位于全国第8位、中部第

1位。在全国股票融资同比缩量情

况下，安徽省股票融资202.37亿

元，融资规模比2010年同期增长

93%。目前安徽省A股上市公司

总数已达77家，其中主板46家、中

小板24家、创业板7家。

商贸流通业“百家争鸣”

大项目“拉动”大旅游

资金“回流”实体经济

2011年，摆在许多中小企业面前的一道坎是“融资难”，到处筹钱

成为企业负责人的一道必考题。

展望新的一年，这种难处会发生怎样变化，我省金融政策又会有

哪些利好？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分析，2012

年，货币信贷政策会适时适度预调微调，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对战略新

兴产业、重大在建项目、小微企业、“三农”等特定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加大。同时，众所关心的房地产调控主基调也不会改变。

记者沈艳

故事有时候听起来千篇一律。与很多旅游从业者一样，张广辉在总结自己2011年的同时，更多的是

对2012年的展望。“台湾个人游开放第二批开放的城市当中有没有安徽的身影？2012年的5月19日即中

国旅游日恰逢周末，会不会掀起出游热潮？伦敦奥运游是否在龙年出境游市场上‘一枝独秀’？”张广辉在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2012年每个与旅游有关的日子，作为安徽一家大型旅行社的市场总监，他说，

自己对2012年安徽旅游充满期待。

记者 董艳芬

“以前种的蔬菜是由菜贩子

来到田里收，现在是自己收好、挑

去供销社。”肥西县官亭镇的菜农

汪大妈告诉记者，农超对接后，就

是把大市场直接引到菜农的田

头。以前，菜贩子来田里多半会

压价，而超市的出价就比较高，让

菜农的收益明显增长。农超对

接，汪大妈的案例只是我省商贸

流通的一个缩影。记者从省商务

厅了解到，2011年，我省实施了一

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农超对接”建设改造项目，完成

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投资 11 亿

元。启动实施了5000个城乡“放

心购物”便利连锁店建设。

同时，我省在加快培育骨干

流通企业做大做强方面不断推

进，2011 年 1 月至 11 月，全省近

5000 家限额以上企业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1952.2亿元，增

长 32.6%，高于全国 9.8 个百分

点，增幅居中部第一。而2012年

我省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总

数将超过6000家。

另外，我省将合理布局城市

商业综合体，争取2012年每个省

辖市中心城区建设 1~2 个集购

物、休闲、娱乐、餐饮等为一体的

大型商业综合体。

城市综合体将“开遍”每个市

外向型企业转移成培养重点

“无论是可能继续开放的台

湾自由行，还是逐步恢复的日本

旅游，都可能成为2012年最热门

的旅游目的地。”张广辉说，越来

越多的目的地，开始推出优惠政

策吸引年轻的自由行消费者，今

年，将会是自由行、自助游成倍

增长的一年。

而高速铁路、高端航空等旅

游交通工具的兴起，也在潜移默

化地改变着人们出游的方式和

旅行的节奏。伦敦奥运会势必

将带来新一轮的英国旅游热潮；

房车、私人飞机等高端“泛户外”

旅游项目，也将为2012年旅游带

来新一轮的旅游热潮；而旅游电

子商务营销也迈入全新的发展

“黄金期”。

自由行、自助游成倍增长

安徽旅游总收入力挺2200亿

在《经济蓝皮书2012》中，中

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货币

信贷管理处分析，尽管货币政策

出现一定程度的微调，但这不等

于信贷投放的开闸放水，因此考

虑到稳定就业和防止经济大幅

下滑，2012 货币政策仍会以“稳

健”为主。

2011年资金偏紧，出现了“卖

产品不如倒资本”现象，存在部分

资金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

迹象，随着支持通胀因素的消减，

资金回流实体经济增加。因此，

货币信贷政策会适时适度预调微

调，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对战略新

兴产业、重大在建项目、小微企

业、“三农”等特定领域的信贷支

持力度加大。

随着一线城市房价下降，全国

房地产市场随之降温，房价快速

上涨势头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

房价过高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

扭转，房地产调控力度仍需加强，

房地产调控的主基调不会改变。

资金回流实体经济增大

贷款增速、增量保持中部六省第一位

现代服务业

高歌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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