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8月3日 星期三 编辑 邹传科 组版 王贤梅 校对 陈燕 B3市场SHI CHANG

饭店关门、化妆品店上演“转让门”、宾馆把房间“包月”给学生……

季节性“寒流”考验大学城商圈

“暑假一来，餐馆的营业额就随之下降，

最多也就是部分留校的学生或是老师过来

吃饭。”谈起暑假经营现状，大学城食尚吧餐

饮老板吴先生显得很失望。吴告诉记者，该

店是他3个月前刚接手过来的，光前期装修

就花了15万元，虽然自己之前也做生意，但

是现在的经营远比想象中的难。为了节省

成本，吴已经压缩了暑期营业时间，晚上8点

多就关门。“七月中旬的时候，我们都一度歇

业，酒店将近关门了一个星期。”

记者随后在这条街道看到，不少中低

档餐馆都大门紧闭，偶尔有几个开着店门

的餐馆，也门可罗雀，几个服务员坐在门口

洗菜、打扫卫生。

餐饮：暑期进入“歇业”期

与食尚吧餐饮老板一样，市民陈梅

（化名）的这个暑期也过得异常纠结，在安

大新区的九龙商业街内经营化妆品店的

她，正准备将自己的铺子转出去。

2009年，陈梅大学毕业后选择自主创

业，向父母亲戚借钱开了一家30平方米的美

容店。陈梅告诉记者，当初她在这里投资，

是考虑附近学生的人流量极大，而附近只有

这一条商业街，肯定有市场，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第一次开店有点盲目，想着学校的女

生多，买化妆品的人可能也多，但是忽略了

学生的经济能力。”陈梅说，现在她每个月扣

除房租后的利润大概就3000元～4000元，和

普通的上班族的工资差不多。“现在学校放暑

假，学生都回家了，生意就更加难做了，所以

我干脆就把店关了，打算直接转让。”

化妆品：无奈上演“转让门”

位于翠湖苑商业街温馨旅馆的老板

娘最近愁坏了。“这几天都没生意，昨天一

天才有2个人住，几乎是亏本”。

采访中记者看到，位于翠湖商业街的

旅馆有几十家，学生放假之后，基本上是人

烟寥寥。不过也有例外。

与温馨旅馆相距不过百多米的一家

名为浮云客栈的旅馆内确是另一番景象，

当问及暑假生意是否受损的时候，负责人

反复强调并没有多大影响。该负责人告

诉记者，针对学校附近明显的淡旺季，该

店推出了包月住，主要是针对一些社会人

士以及留校考研的学生。记者留意到，这

家旅馆共有 15 个房间，10 个已经作为包

月房租出去了，而另外 5 个则作为日租

的。

宾馆：把房间“包月”给学生

“大学生的确是具备消费潜力的顾客

群，围绕这个市场必然会形成一个商圈，该

商圈不仅方便了学生生活，也带旺了学校

周边商业区的人气。”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

玉教授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大学城周边的

商铺适合经营大众消费类的项目，例如快

餐、礼品店、数码等。不过，随着大学城周

边住宅、商业写字楼的入驻，大学城商业圈

完全可以把目光投向商务旅客、附近居民

消费领域，形成阶层化经济。

合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规划建设处处

长方小则分析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大学

城周边的商业街的消费“主力军”仍是学生消

费群体，因此季节性消费比较明显。“如果有

人想进入这个商圈，做什么怎么做很关键，

最好能够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市场调查。”

专家：目标客源应“多样化”

光伏上网电价出台助推行业发展

皖企加紧“布阵”光伏产业

去年亏损1.11亿元，我省发电企业普遍亏损

两“国字号”欲抛皖江发电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的通知明

确规定今年7月1日前核准建设、年底前建

成投产且尚未定价的光伏项目，上网电价

为1.15元人民币/千瓦时，7月1日之后核准

的，及7月1日之前核准但仍未建成投产的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除西藏仍执行每千

瓦时1.15元的上网电价外，其余省（区、市）

上网电价均按每千瓦时1元执行。

安徽超群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贸易

部部长朱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去年被批准的金太阳示范工程将要在

9 月份验收。同时，我相信光伏上网的

价格出台对整个安徽光伏行业的发展

是很大促进，也开启了省内光伏市场大

门的钥匙，目前，我们公司已经在计划筹

建光伏电站了。”

光伏新政“撬开”市场大门

暑假一到，合肥大学城金星商业

城的“消费大军”——学生一撤走，整

个广场显得空荡荡的。昨日上午 9

点，记者来到金星商业城，许多店面的

大门还是紧锁着。“暑期不再是学生和

老师专有了，我们这一带的商铺也会

间接‘享受’这个假期。”采访中，大

学城附近一家餐馆老板吴先生苦

笑着告诉记者。事实上，漫漫暑期

淡季考验着这个商圈内的每

一位经营户的神经，酒店、宾

馆 、化 妆 品 行 业 无 一 例 外

……

实习生周艳红刘孝芳记者董艳芬

记者 王玮伟

日前，国家发改委正式出台国家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政策。昨日，记者

从省能源局获悉，我省将抢抓这一政策机遇，在资源丰富地区建立光伏电站，预

计投入资金1100万元，目前已有皖企准备试水。

记者 宛月琴

记者昨日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了解到，国投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安徽安

庆皖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股权正式挂牌转让。就在此前不久的6月底，持

有皖江发电 20%股权的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旗下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就曾表

示，计划以1.19亿元的价格出售标的公司20%的股权。

两大“国字号”相继退出皖江发电，发电企业生存困境再度引发关注。

省能源局表示，早在国家酝酿出

台该政策之前，就已经编制了安徽省

光伏发电“十二五”发展规划，按照“适

度规模、就近上网、当地消纳、有序发

展”的原则，重点在皖北、江淮丘陵等

太阳能资源较为丰富、边际性土地较

多区域建设。

据了解，我省太阳能资源属全国四类

区域，平均年发电利用小时数为 1300 小

时，按照目前电池组件、逆变器及系统集

成等价格测算，不计征地费用，在我省资

源较为丰富的皖北地区建设1MW光伏电

站需投资1100万元，年收益率约5%，对投

资商难以形成吸引力。

重点布局皖北、江淮

根据公告，国投资产管理公司意欲对

其持有的皖江发电10%股权进行转让，底

价为5961.6万元。而在6月底，同样来自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信息，安徽安庆皖江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股权，拟挂牌转

让，挂牌价格为11923.20万元，转让方为国

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

据了解，皖江发电成立于 1998 年，

注册资本 6.21 亿元，除国投资产持有其

10%、国电安徽电力公司持有其 20%股

权外，安徽能源集团持有 60%，控股皖

江发电。公开资料显示，公司目前拥

有的装机容量为 60 万千瓦，还拟建 60

万千瓦。

皖江发电相继被“嫁”

据招标公告披露，皖江发电2009年、

2010年连续两年亏损，去年的亏损数字更

是达到1.11亿元。而截止到今年5月31日，

公司的盈利状况仍无改进，前5个月亏损

3300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3.01亿元。

而不久前电监会的一份报告透露，安

徽 6 家发电集团 23 个火电厂，亏损面达

96%，安徽火电已经进入了全行业亏损的

窘境。来自省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更显示

出，全省燃煤发电企业近三年平均每年亏

损16.6亿元，目前全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

已经达到82.4%。

“发电越多，亏损也越严重”，华电国

际安徽分公司总经理徐旭这样表示。即

便是上调电价，作用也不大。“以现在的电

煤价格来计算，上网电价至少要涨 6、7

分，我们电厂才能做到保本运行。”一位电

力企业内部人士透露。

去年一年亏损1.11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