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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各类补贴收入 0.43 亿元。 

关注： 

 公司资产中存货和应收款项占比较大，且部分存货被抵押，资产整体流动性

一般。2017 年末，公司存货为 124.54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33.70%，其中

已被抵押的存货账面价值合计为 18.40 亿元，占公司期末资产比例为 4.98%；

公司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合计 55.87 亿元，占总资产的 15.12%，公司资产

整体流动性一般。 

 在建及拟建项目规模较大，面临一定资金压力。随着高新区工程项目建设的

推进，作为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主体，2017 年末公司主要在建及拟建项目尚

需投入资金 22.37 亿元，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有息债务有所减少但规模仍较大，偿债压力仍较大。截至 2017 年末，公司资

产负债率 59.43%，较上年末增长 2.37 个百分点，公司有息债务为 78.77 亿元，

占负债总额的 35.86%，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为 0.81，公司偿债压力仍较大。 

 对外担保存在一定或有负债风险。截至 2018 年 3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1.85 亿元，占 2017 年末净资产的比重为 1.23%，担保对象部分为民营企业且

均未设置反担保措施，公司存在一定或有负债风险。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总资产（万元）  3,695,484.64  3,289,046.15  3,094,254.58  

所有者权益（万元） 1,499,192.81  1,412,185.62  1,398,683.82  

有息债务（万元） 787,657.14 999,701.26 1,051,458.92 

资产负债率 59.43% 57.06% 54.80% 

流动比率 1.94 2.64 3.51 

营业收入（万元） 158,256.28 204,879.73  142,432.15  

其他收益 3,320.10 0.00 0.00 

营业外收入（万元）  1,167.61   34,516.06   33,241.97  

利润总额（万元）  38,313.56  23,126.85  38,337.74  

综合毛利率 27.74% 13.55% 28.52% 

EBITDA（万元） 65,890.52 46,976.11 61,344.51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36 1.06 1.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万元） 531,871.37  348,031.28  242,489.01  

注：2015 年数据采用 2016 年审计报告期初数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7 年审计报告，鹏元整理 



 

 
3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2年3月22日发行12亿元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投资南岗科技园

（一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截至2017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募投项目已

经完工。截至2018年4月末，本期债券本金余额4.80亿元。 

二、发行主体概况 

2017年，根据合高国资[2017]3号文件，合肥市高新区管委会对公司增资35,000.00万元，

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525,000.00万元。公司名称、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改变，合

肥市高新区管委会持有公司100%的股权。2017年，汪洋、丁增长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由许永、

桂新生和卫五洲担任公司董事。2017年公司合并范围新纳入2家公司，公司新增纳入合并范围

子公司详见表1。 

表 1  2017 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新增子公司情况（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合并方式 

合肥高新科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00.00% 20,000.00 

创业投资；投资咨

询与管理等 
新设 

合肥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

新研究院暨中科大高新园区

建设有限公司 

100.00% 10,000.00 
科技项目投资与

管理、技术咨询等 
新设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截至 2017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369.55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149.92 亿元，资产负债率

为 59.43%；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83 亿元，利润总额 3.83 亿元，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入为 53.19 亿元。 

三、外部运营环境 

（一）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 

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为我国经济稳健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国民经济表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平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 年，全球经济整体呈现稳健复苏的态势。从主要经济体来看，美国经济保持稳健增

长，内生复苏动力较为充足，加息、税改如期落地；欧洲经济复苏良好，政治风险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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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维持温和增长，释放收紧货币政策信号；新兴经济体总体向好，但仍有所分化。全球

经济回暖为我国经济稳健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017 年，我国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

国民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6.9%，增速比

上年加快 0.2 个百分点，是 2011 年以来首次增速回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业保持较快

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新动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投资增速略有放缓，民间投资实现增长，投资结构持续改善；消费保持稳健增长，消费升级

态势明显；进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增速由负转正，实现回稳向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温和上涨，全年同比增长 1.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6.3%，结束了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5 年的下降态势；企业效益继续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在金融去杠杆、

房地产加强调控和环保限产贯穿全年的情况下，实体经济表现良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6.6%。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平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 年，我国有效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扩大减税效应。适度扩大支出规模，调整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向公共服务、扶贫、环保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保障基本民生和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实施地方政府存

量债务置换，降低利息负担。全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566.57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03,330.03 亿元，财政赤字率控制在 3%以内。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广义货币 M2 增速

呈下降趋势，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采取定向降准、专项再贷款等差别化政策，加

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强化金融监管，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改革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

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外汇储备转降为升。 

2017 年以来，监管政策密集发布，城投公司行业监管明显趋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更加

规范化，城投公司融资受到约束，市场化转型进程将加快 

2017 年，城投行业监管政策密集发布，城投公司行业监管明显趋严，主要表现为对城投

公司融资能力进行限制、融资行为进行约束，将加快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推动城

投公司的市场化转型。 

具体来看，2017 年 5 月，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

会六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 号，以下简

称“50 号文”），重申了地方政府不得将公益性资产、储备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承

诺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收入作为融资平台偿债资金来源，不得利用政府性资源干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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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经营行为，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任何形式、要求

或决定企业为政府举债或变相为政府举债，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增加了两项义务，第一，

应当向债权人主动书面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第二，明确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其新增债

务依法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2017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

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2017]87 号，以下简称“87 号文”），严格规范政府购买

服务，严禁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违法违规融资，要求切实做好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公

开，杜绝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进行变相融资。此外，财政部分别联合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

推出了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通过更加透明化的融资机制拓宽了地方政府

的融资渠道。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的推出弱化了城投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

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债务与城投公司债务的界线。 

50 号文、87 号文和专项债券的出台削弱了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的支持力度，限制了城投

公司融资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城投公司举债机制的规范化和市场化发展，倒逼城投公司加快

与政府信用脱钩、完成市场化转型。 

2018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严格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8]194 号，以下简称“194 号文”），明

确表达了“形成合力、防范风险、规范市场”的监管态度。194 号文要求申报企业应当建立健

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决策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严禁党政机关公务人员未经批准在

企业兼职（任职），严禁将公益性资产及储备土地使用权计入申报企业资产，不得将申报企

业信用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严格 PPP 模式适用范围，严禁采用 PPP 模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

债融资。同时，鼓励企业债券发行人积极推动市场化转型，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 

表 2  2017 年以来城投行业主要政策梳理 

发布时间 政策文件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2017 年 5 月 

《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

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

知》（财预[2017]50 号） 

财政部、发展

改革委、司法

部、中国人民

银行、银监会、

证监会 

全面组织开展地方政府融资担保清理整改工

作、切实加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管理、规范政

府和与社会资本方的合作行为、进一步健全规

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建立跨部门联合

检测和防控机制 

2017 年 5 月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62 号） 

财政部、国土

资源部 

对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偿债资金来

源、额度管理、发行机制和监督管理等方面进

行了明确规定 

2017 年 6 月 

《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

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

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

[2017]87 号） 

财政部 

坚持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导向的同时，严格限定

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严禁利用或虚构政府购

买服务合同违法违规融资，并要求切实做好政

府购买服务信息公开 

2017 年 7 月 
《地方政府收费公路专

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政部、交通

运输部 

对政府收费公路做出明确定义，收费公路专项

债券明确发债资金用途，限定偿债来源，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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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预[2017]97 号） 实行额度管理，规定项目资产不能用于抵押 

2017 年 7 月 

《关于加快运用 PPP 模

式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

产有关工作的通知》（发

改投资[2017]1266 号） 

发展改革委 
推进在建基础设施项目采用 PPP 模式，扩大

PPP 存量项目社会资本投入比例 

2017 年 11 月 

《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综合信

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

知》（财办金[2017]92 号） 

财政部 
严格新 PPP 项目入库标准，清理已入库 PPP 项

目 

2018 年 2 月 

《关于进一步增强企业

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严格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的通知》（发改办财金

[2018]194 号）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要求申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

构、管理决策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严禁党政

机关公务人员未经批准在企业兼职（任职），

严禁将公益性资产及储备土地使用权计入申报

企业资产，不得将申报企业信用与地方政府信

用挂钩，严格 PPP 模式适用范围，严禁采用 PPP

模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融资 

资料来源：各政府部门网站，鹏元整理 

（二）区域环境 

2017年合肥市经济持续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 

合肥市经济总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合肥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7,213.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 8.5%，但增速有所放缓。其中，第一、二、

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72.75 亿元、3,643.08 亿元和 3,297.62 亿元，分别增长3.7%、8.6%和

8.9%，三次产业结构由2016年的4.3:50.8:44.9调整为3.8:50.5:45.7，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17

年，按常住人口计算，合肥市人均GDP为91,113元，为全国人均GDP水平的1.53倍。2017年，

合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4%。其中，轻、重工业分别增长4.6%和12.2%；国有

控股企业增长11.6%，集体企业下降23.5%，股份制企业增长8.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增长10.4%。分行业来看，37个工业大类行业有22个增加值保持增长。六大主导产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11.6%，占规模以上工业的64.0%，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平板显示及电子信

息产业增长28.5%，装备制造产业增长15.1%。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1114.47亿元，比上年

增长13.1% 

合肥市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放缓，民营经济活力有所下降。2017年固定资产投

资6,351.43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5.0%，增速比上年下降6.1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

施投资1,213.47亿元，增长25.0%；工业技术改造投资1,372.09亿元，增长8.6%；民间投资3,704.19

亿元，下降8.0%。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557.4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其中住宅投资1,095.45

亿元，增长27.2%。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28.51亿元，比上年增长11.6%。 

表 3  2016-2017 年合肥市主要经济指标及同比变动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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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地区生产总值 7,213.45   8.5% 6,274.30 9.8% 

第一产业增加值  272.75   3.7% 270.20 2.2% 

第二产业增加值  3,643.08   8.6% 3,189.30 8.9% 

第三产业增加值  3,297.62   8.9% 2,814.80 11.6% 

工业增加值 - 9.4% 2,269.13 9.9% 

固定资产投资  6,351.43  5.0% 6,501.17 11.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28.51  11.6% 2,445.70 12.0%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249.59  33.6% 186.87 -8.1% 

存款余额 14,235.41  5.6% 13,479.68 20.4% 

贷款余额  13,401.22  11.1% 12,064.18 18.6% 

人均 GDP（元）  91,113  

- 

80,136 

- 
人均 GDP/全国人均 GDP 152.72% 

- 

148.45% 

- 
注：“-”表示数据未公开披露 

资料来源：2016-2017 年合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7年合肥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发展 

根据《合肥高新区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2017年合肥高新区实现GDP合计为665.80亿元，

增长10.5%；工业总产值2,044.00亿元，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30%以上的大幅增长，对工

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全年新增企业超5000户，市场主体达到2.5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总数达820家；上市企业和新三板挂牌企业总数分别达到20家和50家，均占全市一半，高新

区的发展速度、质量实现双高增长。 

2017年，合肥市财政实力有所增强，财政支出中刚性支出占比较大 

2017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1,25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3%。其中，地方收入完成

655.9亿元，扣除营改增后中央地方分成比例调整因素影响，同口径增长12.8%。全市税收收

入累计完成1,102.8亿元，同比增长10.8%。分行业看，制造业企业税收增长较快，主要是受市

场因素驱动，电气机械器材等企业发展形势良好，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也

增收较多。分税种看，契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收较多。 

2017年，全市财政支出完成964.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1%。全市民生支出完成818.4

亿元，同比增长16%，占财政支出比重为84.9%。财政支出中刚性支出占比较大。 

高新区地方综合财力大幅增长，上级补助收入和政府基金收入占比较大，财政自给率较

低 

2017年高新区实现地方综合财力105.54亿元，同比增加65.60%，其中主要为上级补助收

入和政府基金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比重分别为40.71%和43.08%。 

2017年高新区实现公共财政收入17.10亿元，同比增长1.54%；其中税收收入为15.59亿元，

同比下降2.93%，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例为91.17%，公共财政收入质量较好。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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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新区上级补助收入为42.97亿元，同比增加12.49%，其中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占上级补助收

入比重达52.97%。2017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为45.47亿元，同比增加423.25%。政府性基金收入

主要为高新区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受当地土地市场行情和高新区土地出让计划的

影响较大。 

在财政支出方面，2017年，高新区公共财政支出为60.50亿元，同比增长16.84%。从支出

构成看，高新区财政支出以支持园区开发建设为主，主要用于科学技术、城乡社区支出、教

育支出等。政府性基金支出为49.44亿元，同比增长451.17%。2017年高新区财政自给率为

28.26%，较上年下降4.26个百分点，财政自给能力较弱。 

表 4  2016-2017 年高新区财政收支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地方综合财力（一+二+三） 105.54 63.73 

（一）公共财政收入 17.10 16.84 

其中：税收收入 15.59  16.06 

      非税收入 1.51  0.78 

（二）上级补助收入 42.97 38.20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9.34  16.78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2.76  21.05 

      返还性收入 0.87  0.38 

（三）政府性基金收入 45.47  8.69 

其中：土地出让收入  45.41  - 

财政支出（一+二） 109.94 60.75 

（一）公共财政支出 60.50  51.78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 49.44  8.97 

财政自给率 28.26% 32.52% 

注：“-”表示数据未公开披露；财政自给率=公共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支出×100%。 

资料来源：合肥高新区财政局 

四、经营与竞争 

公司主要从事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设施建设与出租等业务。2017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158,256.28万元，同比下降22.76%，主要系大型长安厂房项目已于2016年全部售罄，产

业设施销售业务收入大幅减少所致。从收入结构来看，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产

业设施销售、基础设施建设和出租业务，前三项业务收入合计为199,176.41万元，占营业收入

比重达92.48%。此外，公司 2017年实现土地收入7,211.83万元。公司其他业务包括担保、公

交业务、基金管理服务等，上述板块收入规模合计为4,678.78万元，对公司收入水平形成一定

补充。毛利率方面，由于毛利率较低的长安厂房项目2016年已全部完工并售罄，2017年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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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为27.74%，同比上涨14.19个百分点。 

表5  2016-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率构成（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收入 毛利率 收入 毛利率 

基础设施建设  85,433.79  13.38%  59,654.36  5.77% 

产业设施销售  46,565.16  35.84%  123,524.71  7.78% 

出租业务  14,366.71  79.62%  17,347.39  83.08% 

土地收入  7,211.83  72.66% 0.00    0.00    

其他业务  4,678.78  -19.04%   4,353.27 6.53% 

合 计  158,256.28 27.74%  204,879.73 13.55% 

资料来源：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鹏元整理 

公司目前在建及拟建的项目较多，未来业务持续性较好，但总体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公司基础设施建设业务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综合配套项目、保障性住房及拆迁安置房项

目的建设。公司“10合肥高新债”和本期债券的募投项目均与合肥市财政局签订了投资建设

与转让收购协议，由合肥市财政局安排回购；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由公司与高新区管

委会签订基础设施建设协议，公司每年按照高新区管委会下发的年初基础建设项目计划表及

年中的补充调整规划，实施高新区内基础设施等建设工作，年末公司根据项目完工情况与高

新区管委会进行结算。在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收入确认上（包括拆迁安置房项目），对于除合

作区以外的高新区建设项目，按照项目合同总价加上合同总价的15%确认为公司的基础设施建

设收入，由高新区管委会或合肥市财政局支付。对于高新区与肥西县合作开发的柏堰科技园

项目及与蜀山区合作开发的南岗科技园项目，根据相应合作协议，公司承担园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任务，以建设总支出的5%作为管理费收入计入公司收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募投项目南岗科技园（一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已完工。 2017年，公司确认收入的基础设

施项目包括复兴家园北组团、合芜蚌试验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装修工程和柏堰园区项目，

合计确认收入85,433.79万元，同比增加43.21%，主要系2017年新增的复兴家园北组团项目确

认的收入较多所致。由于2016年和2017年确认的主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分别为南岗第二复建

点项目和复兴家园北组团项目，签署协议的对象分别为南岗科技园管理委员会和高新区管委

会，按各自签署的协议约定，分别按照建设总支出的5%和15%确认为公司的基础设施建设收

入，致使2017年该项业务毛利率由上年的5.77%上升到13.38%。 

截至2017年末，公司主要在建及拟建的基础设施和保障房、拆迁安置房项目共8个，总投

资规模约33.27亿元，已累计投入10.90亿元，尚需投资22.37亿元。公司在建项目和拟建项目的

投资规模较大，公司未来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表 6  截至 2017 末公司主要在建及拟建项目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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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 已投资 项目建设周期 项目回款方式 

在建

项目 

高新·南岗公寓 1.00 0.64 28 个月 回购 

彩虹中学 3.50 0.50 15 个月 回购 

石莲南路 （复兴路-铭传路） 1.50 0.37 10 个月 回购 

南岗畅园 12.20 6.48 26 个月 回购 

堰湖山庄西组团 9.40 2.91 26 个月 回购 

拟建

项目 

火龙地路（柏堰湾路-铭传路） 1.45  - 11 个月 回购 

大龙山路 1.52 - 11 个月 回购 

候店路（皖水路-铭传路） 2.70 - 12 个月 回购 

合 计 33.27 10.90 - 回购 

注：高新·南岗公寓项目和大龙山路项目因部分调整，预计总投资与上年相比有变动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公司目前所建产业设施项目主要面向园区内企业的生产、办公需求，项目类型以标准化

工业厂房和孵化器为主，资金回笼依靠产业设施的出租和出售。2017年，公司开发的以销售

为主的项目来自于长宁家园和创新产业园一、二期等，上述项目累计开发面积135.84万平方米。

2017年实现结转收入46,565.15万元，同比下降62.30%，主要系大型项目长安厂房已于2016年

通过转让协议全部转让给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所致；同时由于该项目毛利率较低，且2016

年已转让，致使2017年产业设施业务毛利率从2016年的7.78%回升至35.84%。由于公司2017

年主要开发项目的剩余销售面积仍较大，未来产业设施销售收入仍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表 7  截至 2017 年末公司主要产业设施项目投资和销售情况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

（亿元） 

已投资

（亿元） 

开发面积 

（万平方米） 

确认销售收

入（万元） 

剩余可销售面

积（万平方米） 

长宁家园 4.71 4.78 11.74 1,300.71 5.77 

科技实业园 2 2.08 18.02 4,365.47 6.45 

创新产业园一期 9.4 9.4 35.68 19,915.04 30.02 

创新产业园二期 24.07 17.57 70.4 20,983.93 57.91 

合计 40.18 33.83 135.84 46,565.15 100.15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2017年，公司开发的以租赁为主的项目主要有创新产业园、软件园、创新大厦等项目。

2017年租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创新产业园项目，当年实现租金收入9,223.62万元，同比减少

46.83%，主要系部分园区出售后出租面积减少所致。截止2017年末，公司主要可供租赁面积

合计为121.18万平方米，已租赁面积为81.97万平方米，租赁业务仍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表8  截至2017年末公司主要产业设施租赁情况（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 可租面积 已租面积 2017 年租金收入 

科实园 6.45 2.02 371.47 

创新大厦 8.03 2.71 6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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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业园一期 30.02 30.02 5,810.39 

创新产业园二期 57.91    28.45   3,413.23 

新材料园 2.89 2.89 337.4 

软件园 3.79 3.79 472.45 

机电产业园 12.09 12.09 261.68 

其他零星物业出租 - - 3,047.57 

合计 121.18 81.97 14,366.71 

注：合计可租、未租面积未包括其他零星物业出租面积。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土地出让及其他业务收入对公司收入水平形成一定补充 

2017年度，公司新增的土地收入来源于合肥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回子公司合肥高新城创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143.09亩土地所支付的土地收储款，合计金额为7,211.83万元。此外担保收入、

公交运营和服务等业务受人工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毛利率进一步下降，2017年实现收入

合计为4,678.78万元，对公司整体收入水平形成一定补充。 

公司继续得到较大的外部支持，资本实力持续增强 

2017年，政府继续给予公司较大的支持。经合高国资[2017]3号文件批准，合肥市高新区

管委会对公司增资35,000.00万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525,000.00万元；此外，2017年公司

及子公司合计获得各类补贴收入4,337.50万元，构成公司2017年利润的主要来源。由于公司各

项补贴收入主要与当年的基建项目挂钩，根据项目施工进度及财政补贴模式拨付，补贴规模

变化较大。受此影响，公司未来每年的补贴收入可能会有所波动。 

表9  2017年公司政府补助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中小学生校外素质教育基地补助  10.00  

收孵化平台表彰奖励款  20.00  

高新区财政转入新三板挂牌企业奖励  80.00  

高新区财政转入毕业企业奖励  22.00  

集思空间财政补贴款  137.69  

孵化器减免税退税收入  54.32  

运营补贴  1,738.08  

燃油补贴  1,175.49  

环保补贴  35.00  

担保机构专项补贴  260.00  

公益性岗位补贴  57.21  

招商奖励款  747.71  

合 计  4,337.50  

资料来源：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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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基础说明 

以下分析均基于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 2017 年度审计报告，2016 年数据采用 2017 年审计报告的期初数。2017 年公司投资设立

子公司合肥高新科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合肥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暨中科大高新

园区建设有限公司，并将其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合并范围情况详见附录五。 

资产结构与质量 

公司资产规模保持增长，其中存货和应收款项占比较大，存在较大的资金占用，资产流

动性一般 

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为369.55亿元，同比增长12.36%，主要系工程项目持续推进，且

取得了各项专项资金等所致。公司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的77.75%。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存货构成。截至2017年末，公

司货币资金账面价值为976,228.72万元，较上年增长45.88%，主要系收到的财政拨款大幅增加

所致；其他货币资金中8,800.57万元为置换抵押贷款的保证金、5,970.54万元为对多家小微企

业提供贷款担保的保证金，使用权受限。2017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153,581.93万元，

同比减少43.50%，主要系应收合肥高新区财政局的代建工程款减少所致。应收对象主要为合

肥高新区财政局和合肥市高新区南岗科技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岗科技园管委会”）

等政府单位，前五名应收账款合计金额占应收账款总金额的78.35%，集中度较高。从账龄

来看，应收账款前五名中，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占4.48%，1-2年的28.91%；总体来看应收账

款账龄偏长，回收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2017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405,178.60

万元，同比减少1.47%，主要系公司与相关政府机构的往来款减少所致；其他应收款主要包括

公司与合肥高新区社会化服务公司和南岗科技园管委会等单位的往来款，其他应收款前五

名合计金额占其他应收款总额的92.78%，集中度较高；从账龄来看，其他应收款前五名中，

账龄在1年以内占比16.79%，1-2年为6.80%，2-3年为55.65%。总体来看，公司应收款项对

象主要是政府下属关联单位，回收风险较小，但规模较大，且部分账龄较长，回款时间不确

定，对公司形成较大的资金占用，影响了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截至2017年末，存货账面价

值为1,245,417.06万元，同比增长6.42%，主要系工程项目规模扩大所致。公司存货项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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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开发成本和开发产品构成，占比分别为78.71%和18.82%。截至2017年末，存货中用于抵押

的在建工程、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合计账面价值为184,003.24万元，占公司期末资产比例为

4.98%，资产流动性一般。  

表 10  2016-2017 年公司主要资产构成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976,228.72  26.42% 669,206.52 20.35% 

应收账款  153,581.93  4.16% 271,825.79 8.26% 

其他应收款  405,178.60  10.96% 411,224.45 12.50% 

存货  1,245,417.06  33.70% 1,170,264.78 35.58% 

流动资产合计  2,873,163.49  77.75% 2,591,456.80 78.7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3,751.24  4.16% 78,309.58  2.38% 

长期股权投资  129,745.27  3.51% 83,168.79 2.53% 

固定资产  243,348.10  6.59% 210,222.22 6.3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7,709.81  3.46% 126,958.26 3.86% 

非流动资产合计  822,321.15  22.25% 697,589.35 21.21% 

资产总计  3,695,484.64  100.00% 3,289,046.15 100.00% 

资料来源：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鹏元整理 

公司的非流动资产主要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和其他非流动

资产等。2017年末，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合计为153,751.24万元，同比增加96.34%，主要系

新增了对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和擎发通讯科技（合肥）有限公司等的投资以

及追加了对盈富泰克国家新兴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等企业的投资。2017年末，公

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129,745.27万元，同比增加56.00%，主要系公司追加对合肥中科离子

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等的股权投资以及新增了包括安徽至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等

14家公司的股权投资所致。公司的固定资产以房屋建筑物、机器及运输设备为主，截至2017

年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243,348.10万元，同比增长15.76%，主要系在建工程转入的房

屋及建筑物增加所致。2017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规模为12.77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公

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中主要是应收晶澳新能源的委托贷款7.20亿元，考虑到该企业所属的光伏行

业面临较为复杂的行业及外部环境，仍存在一定的资金回收风险，需要持续关注上述企业的

经营情况。 

总体来看，公司资产规模保持增长，应收款项和存货规模较大，存在较大的资金占用，

且委托贷款存在一定的回收风险，资产流动性一般。 

 

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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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减少，毛利率有所回升，投资收益对利润水平贡献较大 

公司经营收入主要来自基础设施建设代建和产业设施销售及出租业务。2017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58,256.28万元，同比下降22.76%，主要系长安厂房项目已于2016年全部售完，产业

设施销售业务收入大幅减少所致。毛利率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设施销售的毛利率均有

所回升，拉动公司综合毛利率增长了14.19个百分点。公司后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较大，主要

在建及拟建的基础设施和保障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总投资规模约33.27亿元，业务持续性较强。 

由于公司业务主要为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盈利空间有限，公司营业利润规模不大，

投资收益对利润水平的贡献较大。2017年公司实现投资收益30,878.38万元，主要包括子公司

合肥高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售出其所持有的杰发科技（合肥）有限公司的股份，换股及

收到现金对价取得的投资收益2.92亿元。综合毛利率的提高和投资收益的增加整体上增强了公

司的盈利能力，2017年公司营业利润为37,177.10万元，同比增长426.91%。此外，2017年公司

获得补贴收入4,337.50万元，一定程度提升了公司的盈利水平，但补贴收入主要依赖于高新区

财政收入，未来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表 11  2016-2017 年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158,256.28  204,879.73  

综合毛利率 27.74% 13.55% 

投资收益  30,878.38  2,947.35  

其他收益 3,320.10 0.00 

营业利润  37,177.10  -11,372.44  

营业外收入  1,167.61   34,516.06  

利润总额  38,313.56  23,126.85  

资料来源：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鹏元整理 

现金流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表现进一步好转，未来投资资金需求较大，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2017年公司收现比为2.54，公司的收现能力大幅提高。受益于收现能力的提高和政府对公

司的财政拨款，公司2017年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入53.19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表现进一步好转。 

投资活动方面，2017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14.51元，投资缺口进一步加大，

主要系2017年购入的量子KG2土地（科研办公区）导致投资活动现金大量流出所致。2017年

公司偿还了部分长期借款和包括本期债券在内的债券本金及利息，使得公司筹资活动现金净

流出规模进一步扩大，筹资活动净流出8.01亿元。根据公司发展规划来几年公司仍将投入大量

资金用于高新区基础设施项目、拆迁安置房项目以及工业地产项目，截至2017年末公司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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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拟建项目尚需投入22.37亿元，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表 12  2016-2017 年公司现金流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收现比 2.54                            1.05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02,560.54  215,658.23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56.13  2,520.1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3,383.10  366,369.1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87,699.77  584,547.5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9,626.46  166,975.2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912.87  7,198.7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585.17  23,326.2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703.90  39,015.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5,828.40  236,51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1,871.37  348,031.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077.96  -96,941.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77.30   -83,844.4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6,716.10   167,244.87  

资料来源：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 

资本结构与财务安全性 

有息债务有所减少但规模仍较大，偿债压力仍存在 

2017年公司资本实力略有增强。2017年末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49.9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6.16%，主要系股东合肥高新管委会对公司注资3.50亿元及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截至2017年

末，公司负债总额为219.6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7.01%，主要系预收代建工程款大幅增加以

及其他应付往来款项增加所致。2017年末，产权比率为146.50%，较上年略有增加，权益对负

债的覆盖程度进一步下降。从负债构成看，2017年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占总负债的

67.43%。 

表 13  2016-2017 年公司资本结构情况（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2017 年 2016 年 

负债总额 2,196,291.83       1,876,860.53  

所有者权益 1,499,192.81      1,412,185.62  

产权比率 146.50% 132.90% 

资料来源：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鹏元整理 

公司的流动负债主要由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预收款项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等

构成。2017年末公司应付账款账面价值为46,635.84万元，同比减少27.51%，主要系公司支付

了部分项目工程款所致。2017年末公司预收款项账面价值为133,630.24万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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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76%，主要系预收代建工程款大幅增加所致。2017年公司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为

1,073,324.79万元，同比增加44.85%，主要系应付财政往来款项大幅增加所致。2017年末公司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账面价值为215,760.00万元，同比增长66.12%，主要包括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款61,560.00万元、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106,000.00万元以及一年内到期的委托借款

43,200.00万元。 

公司的非流动负债主要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专项应付款。截至2017年末，公司长

期借款账面价值为269,162.00万元，同比下降34.48%，主要是2017年偿还了部分抵质押借款以

及部分归类进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公司的长期借款主要包括信用借款、抵质押借

款等。2017年末，公司的应付债券账面价值为301,535.14万元，同比减少26.39%，主要系将2017

年需偿还本金部分重分类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2017年末应付债券主要包括“10

合肥高新债”11.30亿元、本期债券5.31亿元、“14合肥高新债”10.52亿元和“15中期票据”

3.02亿元。截至2018年4月末，本期债券余额为4.80亿元。 

表 14  2016-2017 年公司主要负债构成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应付账款  46,635.84  2.12%  64,335.59  3.43% 

预收款项  133,630.24  6.08%  7,950.57  0.42% 

其他应付款  1,073,324.79  48.87%  740,995.41  39.4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5,760.00  9.82%  129,882.56  6.92% 

流动负债合计  1,481,061.56  67.43%  981,565.20  52.30% 

长期借款  269,162.00  12.26%  410,835.83  21.89% 

应付债券  301,535.14  13.73%  409,632.82  21.83% 

专项应付款  128,675.91  5.86%  46,886.52  2.50% 

非流动负债合计  715,230.27  32.57%  895,295.34  47.70% 

负债合计  2,196,291.83  100.00%  1,876,860.53  100.00% 

有息债务合计  787,657.14  35.86% 999,701.26 53.26% 

资料来源：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鹏元整理 

公司2017年偿还了部分长期借款，有息债务规模有所降低，2017年末有息债务总额为 

787,657.14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35.86%。根据公司有息债务本金偿还安排，未来三年

内公司偿债压力仍存在。 

表 15  截至 2017 年末公司有息债务偿还期限分布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及以后 

本金偿还金额  215,195.71   251,124.29   187,474.00   115,328.00  

注：有息债务合计数 2017 年末应付债券的累计利息 18,535.14 万元，本表反映的本金偿还安排未计入累计利

息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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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础设施项目的继续投入，公司进一步扩大融资规模，2017年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为59.43%，较上年末增长2.37个百分点。2017年，由于公司其他应付往来款项及预收代建工

程款增长较快，公司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略有下降，有一定短期偿债压力。公司2017年利润

总额 38,313.56万元，同比增加65.67%，使得公司EBITDA有明显的提高，同时EBITDA利息

保障倍数也有所提高。 

表16  2016-2017年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指标名称 2017 年 2016 年 

资产负债率 59.43% 57.06% 

流动比率 1.94        2.64  

速动比率 1.10    1.45  

EBITDA（万元）  65,890.52  46,976.11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81 0.70 

有息债务/EBITDA 11.95  21.28  

资料来源：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鹏元整理 

六、或有事项分析 

截至 2018 年 3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18,502.15 万元，占 2017 年末净资产的比重为

1.23%，担保对象部分为民营企业且均未设置反担保措施，公司存在一定的或有负债风险。 

表 17  截至 2018 年 3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担保形式 

安徽中安创谷科技园有限公司  7,700.00  2017.10.09-2025.10.15 保证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等 23 家公司  4131.15  主债务为 5-8 年 保证 

安徽联远物流有限公司等 122 家公司 6,671.00 2018-2020 保证 

合 计 18,502.15 -  - 

注：审计报告附注包含对子公司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 101,242.00 万元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七、评级结论 

2017年，合肥市和高新区财政实力有所增长，公司主要从事高新内基础设施建设、产业

设施建设及租赁业务，公司目前业务较为充足，未来收入持续性较好，公司作为高新区重要

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高新区管委会继续给予公司较大支持。 

同时鹏元也关注到，公司资产中存货和应收款项占比较大，分别占总资产的33.70%和

15.12%，存在较大的资金占用，且部分存货被抵押，资产流动性一般；公司主要在建及拟建

项目尚需投入资金较多，存在一定资金压力；2017年末负债规模进一步扩大，资产负债率达

59.43%，有息债务有所减少但规模仍较大，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有所提高，但偿债压力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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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公司对外担保的担保对象部分为民营企业且均未设置反担保措施，存在一定或有负债

风险。 

基于上述情况，鹏元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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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货币资金    976,228.72 669,206.52  487,496.65  

应收票据   9.63  20.01  22.15  

应收账款 153,581.93  271,825.79  290,440.03  

预付款项  27,815.79  26,037.92  35,718.46  

其他应收款    405,178.60  411,224.45  463,486.67  

存货  1,245,417.06  1,170,264.78  1,174,047.4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3,200.00  28,800.00  27,500.00  

其他流动资产     21,731.75  14,077.33  2,192.30  

流动资产合计 2,873,163.49  2,591,456.80  2,480,903.6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3,751.24  78,309.58  70,994.98  

持有至到期投资     12,500.00  22,336.84  0.00  

长期应收款      9,836.84  0.00 0.00 

长期股权投资    129,745.27  83,168.79  27,226.59  

投资性房地产     78,124.67  92,460.51  95,068.99  

固定资产    243,348.10  210,222.22  216,224.76  

在建工程     10,200.56  79,405.47  52,251.27  

无形资产     52,421.12 721.08  751.95  

长期待摊费用       565.61  542.64  817.79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17.92  3,463.95  2,715.4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7,709.81  126,958.26  147,299.19  

非流动资产合计    822,321.15  697,589.35  613,350.92  

资产总计  3,695,484.64 3,289,046.15  3,094,254.58  

应付票据 0.00 0.00  7,783.00  

应付账款   46,635.84  64,335.59  70,561.81  

预收款项    133,630.24  7,950.57  16,181.02  

应付职工薪酬       755.53  567.70  585.59  

应交税费     10,955.17  7,508.73  12,926.03  

应付利息 0.00 324.58  249.60  

其他应付款  1,073,324.79  740,995.41  489,079.1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5,760.00  129,882.56  28,982.56  

预提费用 0.00 0.00  0.00  

其他流动负债 0.00 30,000.05  80,679.85  

流动负债合计  1,481,061.56 981,565.20  707,028.64  

长期借款    269,162.00  410,835.83  452,385.83  

应付债券    301,535.14  409,632.82  471,0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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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付款 1,200.00 19,350.00  10,535.71  

专项应付款    128,675.91  46,886.52  45,316.26  

递延收益      1,780.00  0.00  60.00  

预计负债      5,898.58  4,982.49  4,235.70  

递延所得税负债      6,978.65  3,607.68  4,916.64  

非流动负债合计    715,230.27  895,295.34  988,542.12  

负债合计  2,196,291.83  1,876,860.53  1,695,570.76  

实收资本    525,000.00  490,000.00  490,000.00  

资本公积    641,801.48  638,703.96  631,980.43  

其他综合收益 21,943.49 12,018.78  17,647.50  

盈余公积     28,756.06  27,442.49  25,227.31  

未分配利润   258,452.66  240,202.80  232,255.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75,953.69  1,408,368.03  1,397,110.54  

少数股东权益   23,239.11  3,817.58  1,573.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99,192.81  1,412,185.62  1,398,683.8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695,484.64 3,289,046.15  3,094,254.58  

注：2015 年数据采用 2016 年审计报告期初数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7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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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合并利润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一、营业收入 158,256.28 204,879.73 142,432.15 

减：营业成本 114,348.97 177,128.18 101,805.69 

营业税金及附加 7,946.32 8,320.37 13,613.43 

销售费用 3,234.82 6,808.85 4,398.29 

管理费用 17,061.31 11,980.46 13,275.60 

财务费用 11,403.03 12,510.40 8,706.63 

资产减值损失 1,280.65 2,451.24 5,430.19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0,878.38 2,947.35 10,010.5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538.04 1,199.87 4,381.32 

资产处置收益 -2.56 -1.34 0.00 

其他收益 3,320.10 0.00 0.0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7,177.10 -11,372.44 5,212.96 

加：营业外收入 1,167.61 34,516.06 33,241.97 

减：营业外支出 31.14 16.77 117.1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8,313.56 23,126.85 38,337.74 

减：所得税费用 10,853.66 2,228.06 1,452.51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7,459.90 20,898.79 36,885.23 

减：少数股东损益 -59.62 309.58 50.10 

五、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519.52 20,589.22 36,835.13 

注：2015 年数据采用 2016 年审计报告期初数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7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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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1  合并现金流量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02,560.54 215,658.23 99,561.97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56.13 2,520.18 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3,383.10 366,369.14 513,932.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87,699.77 584,547.55 613,494.2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9,626.46 166,975.22 197,368.9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912.87 7,198.79 6,443.8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585.17 23,326.27 10,196.5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703.90 39,015.99 156,995.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5,828.40 236,516.26 371,00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1,871.37 348,031.28 242,489.01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51.83 14,199.90 7,455.94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309.07 1,921.67 5,385.2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0.33 0.06 0.3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311.19 16,121.63 12,841.5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69,036.87 28,148.62 32,041.54 

投资支付的现金 88,352.28 84,915.00 19,681.8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7,389.15 113,063.62 51,723.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077.96 -96,941.98 -38,881.87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5,000.00 30.00 3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0 30.00 3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1,292.00 107,600.00 76,228.16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0.00 0.00 11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4,947.82 41,960.08 2,4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1,239.82 149,620.08 188,688.1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22,888.39 149,674.06 342,445.9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7,428.74 69,295.45 61,255.8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 0.00 188.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1,317.13 218,969.51 403,889.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77.30 -69,349.43 -215,201.54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0.00 0.00 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6,716.10 181,709.87 -11,624.40 

注：2015 年数据采用 2016 年审计报告期初数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7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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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2  合并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净利润  27,459.90  20,898.79  36,885.23  

加：资产减值准备   1,280.65  2,451.24  5,430.19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9,845.70  9,818.05  6,402.44  

无形资产摊销     449.34  38.34  1,823.8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90.83  275.14  0.00  

预提费用增加        2.56  0.00  0.0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0.00  0.00  10.45  

财务费用  16,991.08  13,717.73  14,777.53  

投资损失 -30,878.38  -2,947.35  -10,010.66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653.96  -748.55  -1,341.50  

存货的减少  -64,196.26  27,882.93  -130,785.6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127,336.35  -21,148.49  106,170.67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443,943.56  297,793.44  213,12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1,871.37 348,031.28  242,489.01  

现金的期末余额  961,457.62  669,206.52  487,496.65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654,741.52  487,496.65  499,121.0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6,716.10 181,709.87  -11,624.40  

注：2015 年数据采用 2016 年审计报告期初数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7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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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有息债务（万元） 787,657.14 999,701.26 1,051,458.92 

资产负债率 59.43% 57.06% 54.80% 

流动比率         1.94  2.64 3.51 

速动比率 1.10  1.45 1.85 

综合毛利率 27.74% 13.55% 28.52% 

EBITDA（万元）    65,890.52  46,976.11 61,344.51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36  1.06 1.56 

注：2015 年数据采用 2016 年审计报告期初数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7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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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截至 2017 年末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99.50 
土地开发经营，基础设施建设及

维护等 

2 合肥高新城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科技项目投资与管理等 

3 合肥高创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科技创业、项目投资和管理等 

4 合肥高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84.79 担保及衍生业务 

5 合肥高新公共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100.00 公交运营业务、汽车租赁等 

6 合肥高新天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酒店管理及配套服务等 

7 合肥火炬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96.52 房地产开发及公用事业服务 

8 合肥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0 科技项目的投资与管理等 

9 合肥高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 

10 合肥市半导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90.00 
IC 产业项目引进、项目开发、项

目投资等 

11 合肥西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门卫、巡逻、守护、随身护卫 

12 
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100.00 

科技项目投资管理；高新技术产

品及相关设备的开发销售；技术

咨询、转让和服务；科技成果展

览展示等 

13 
合肥高新科技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0.00 股权投资与管理、投资咨询等 

14 合肥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等 

15 合肥高新科启创业投资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与管理等 

16 
合肥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

暨中科大高新园区建设有限公司 100.00 
科技项目投资与管理、技术咨询

等 

资料来源：公司 2017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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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主要财务指标计算公式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综合毛利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00% 

收现比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 

EBITDA 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 

产权比率 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100%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 

有息债务 
短期借款+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其他流

动负债+长期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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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信用等级符号及定义 

一、中长期债务信用等级符号及定义 

符号 定义 

AAA 债务安全性极高，违约风险极低。 

AA 债务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 

A 债务安全性较高，违约风险较低。 

BBB 债务安全性一般，违约风险一般。 

BB 债务安全性较低，违约风险较高。 

B 债务安全性低，违约风险高。 

CCC 债务安全性很低，违约风险很高。 

CC 债务安全性极低，违约风险极高。 

C 债务无法得到偿还。 

注：除 AAA 级，CCC 级（含）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

略低于本等级。 

 

二、债务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符号及定义 

符号 定义 

AAA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AA 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A 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 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BB 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违约风险较高。 

B 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CCC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 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C 不能偿还债务。 

注：除 AAA 级，CCC 级（含）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

略低于本等级。 

 

三、展望符号及定义 

类型 定义 

正面 存在积极因素，未来信用等级可能提升。 

稳定 情况稳定，未来信用等级大致不变。 

负面 存在不利因素，未来信用等级可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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