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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项新政开始实施，会让我们企业很受伤。”昨日，一家商业预付

卡的发卡企业私下向记者透露，预付卡实名登记会让该企业现有的卡全部

作废。他举例说，将实名登记跟预付卡“绑”在一起，那就得从系统研发开

始修改预付卡的相关属性，之前制成的卡就不能用了，也会影响到预付卡

的发卡数量。

而且，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问题阻碍着预付卡实名制。比如说，

规定一次性购买1万元（含）以上不记名商业预付卡的单位或个人，由发卡

人进行实名登记，有人质疑，可以把1万元拆开，多次购买，就不用登记了。

让不少人很心烦的还有，实名登记在哪里登记，登记哪些内容，都没有

一个详细的执行办法。一位相关部委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新规细节没有明

确的规定，这也是现在规范购物卡市场的举措未能立竿见影的主要原因。

分析：实名路上阻力有几何？

我省2352家企业或被“断电”

今夏电力存在“硬缺口”，高峰阶段肯定要拉

闸限电，怎么“拉”？“拉”什么？昨日，卞忠庆告诉记

者，根据我省2011年有序用电预案，执行的原则是

“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最后有序拉专用线路，杜

绝发生随意拉公用线路造成的大面积停电”。

对于淘汰类、高耗能企业及城市过度景观照

明用电，将被列为重点调度范围，并公布了全省

2352家企业名单。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将减少高

档娱乐场所的电力消费，特别是桑拿、歌厅等。

缺口80万千瓦就开始“错峰”

面临罕见“电荒”，我省今年什么时候开始拉

闸限电？卞忠庆介绍，我省将启动电力供需四种

预警级别，确定80万千瓦、170万千瓦、250万千

瓦和超过250万千瓦四级全省错避峰指标。

如果调控负荷缺口在80万千瓦以下，为四

级预案，主要采用错峰手段，错开用电高峰。三

级和二级预案在执行前级预案的基础上，主要以

避峰手段实现。一级预案直接执行本地超电网

供电能力拉限电序位表。

星报讯（记者 樊立慧） 发达地市牵手皖北，一对一地结对子，带动

皖北的发展，这是我省一项政策。记者从昨日召开的结对合作共建园区工

作座谈会上了解到，合作园区进展挺快，星马汽车就有意向在宿州上两万

辆改装车项目，投资近十亿。

3个合作园区地址初定

据悉，芜湖与亳州、合肥与阜阳、马鞍山与宿州市分别签署了合作共建

的框架协议，合肥与阜阳、马鞍山与宿州分别制订了共建园区的实施方案，

在共建园区名称、发展目标、组织和开发机构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记者从昨日会上了解到，目前，亳芜共建园区3.2平方公里起步区的地

址已经确定，远期10平方公里区域范围基本确定。合阜共建园区的规划选

址论证工作已经结束，马宿共建园区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起步3平方公

里，经多次实地考察，两市初步确定共建地址在宿州高铁站区。

星马欲在宿州投10亿元

根据规划，2013年，园区建设初具规模，起步区基础设施基本完成，一

批特色产业项目入驻园区，企业得唱“大戏”。

记者从昨日会议上了解到，星马汽车就有意向在宿州上两万辆改装车

项目，投资近十亿。据马鞍山相关负责人透露，该市还协商马钢、驻马央企

等大企业参加共建园区投资。目前，马钢1500万元投资资金正在按相关程

序报批落实中。

芜湖拟出资8000万元援建亳州华佗技师学院，阜阳百家农产品龙头

企业与合肥市沃尔玛等

27 家大型超市开展农超

对接活动，已经有5家企

业的农产品进入合肥。

商业预付卡6月1日起“实名制”

预付卡实名，合肥还没“落地”

昨日下午4点，在省城家乐福三里庵店的二楼，记者找到了该超市的

“购物卡中心”，里面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办公。“买3万元的卡，需要登

记身份证上的信息吗？”记者问。“不需要，跟以往的程序一样，除了超额

不能用现金支付外，其他没有变化。”工作人员回答说。

而根据七部委的相关规定，单位和个人一次性购买预付购物卡满1万

元，必须进行实名登记。

下午4点半，在另一家商场，购物卡中心内坐着3名工作人员，1人收

现金、1人发卡、1人开发票。记者看到，市民在购买购物卡时并没有进行实

名登记。

随后，记者又致电省城沃尔玛、麦德龙等商业机构，工作人员均表示带

着钱就可以直接购买预付卡，付现、刷卡、转账都可以，不必携带相关证件。

调查：预付卡实名“有名无实”

绝不允许拉限居民生活用电，
今夏我省2352家企业或被“断电”

电不够，桑拿、歌厅先拉闸

记者 沈娟娟

从本月起，商业预付卡就要走上实名制的道路。根据规定，一次性

购买一万元以上不记名预付卡的，要进行实名登记，单位一次性购买

5000元或个人一次性购买5万元以上卡的，不能用现金，不记名卡面值不

超过1000元，记名卡不超5000元。预付卡实名制的执行效果如何？对

购卡者影响多大？昨日，记者在省城几家商超暗访后发现，由于没有具

体操作细则，新规“有名无实”，多家商超仍没有实行实名登记。

星马汽车欲在宿州上项目
我省3个合作园区进展快速 安徽“电荒”：因发电公司“虚胖”

省社科院研究员建言：“十二五”适度控制装机容量增长

记者 宛月琴

“往年的预案或许就是预备着，但今年就完全不一样”。昨日，我省公布2011年有序用电预案，

我省将启动四级预警机制，并且公布全省2352家企业名单，一旦遇到电力紧张情况，这些企业就会

被错避峰，甚至拉闸限电。“今夏有序用电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为了保证居民用电”，昨日，省经信委电

力处负责人卞忠庆表示。同时，国家发改委也做出明确要求：“绝不允许拉限居民生活用电”。

记者 任金如

“西部窝电东部缺”，在全国东部地区多个省份出现淡季“电荒”之时，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许

昌明为安徽电力企业“把脉”：发电机组装机容量增长过快，已直接让“十一五”我省火力发电机组

平均利用小时数下降（由2005年的6186小时下降到2010年的4300小时左右）。由此引发的电力

企业固定成本（约占全部成本的20%）上升，对发电企业形成很大拖累。

许昌明特意将火力发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

数作一大致匡算。结果显示，发电设备每年平

均可利用小时数为7000小时（事实上，过去很多

年份，我省火力发电组平均利用小时数都在

7000 小时左右，但从 2005 年开始连年下降）。许

昌明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新增发电机组装机容量

增长过快，从而导致了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数下降。

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下降，意味着电力

生产能力已出现一定程度的过剩，其直接后果是

经济效益下降。去年，在安徽的全国五大发电公

司全部亏损。许昌明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省

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低下的局面，在“十二

五”期间很可能会延续下去。

发电公司亏损：不都是煤价“惹祸”

许昌明给发电公司提出建议：从长远看，我省

的电力工业仍需要有大的发展，但近几年来发电

能力明显增长过快。各发电公司如不自觉控制发

展速度，表面上看，所占市场份额不会减少，但实

际上只是不健康的“虚胖”。因此，发电公司要发

展壮大，在近几年内，与其片面追求建设新机组，

增加装机容量，不如把主要精力放在适度控制装

机容量增长上。

许昌明对政府部门建言：要适当抬高火电项

目的核准门槛。有了门槛，就增加了发电市场的

进入难度，既有利于遏制新上项目的冲动，又有

利于提高发电行业的经济技术水平。

未来发展建言：发电公司不能“虚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