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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志》(以下简称《瞬》)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准确地反映合肥经济技术开发

区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力求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

二、《区志》记述上限始于1992年6月筹备建区之时，下限至2007年底。为保涯记述事物的

完整性，对少数事物记述下限作适当顺延。

三、《区志》记述范围，以2007年行政区划为准。

四、《区志》按章、节、目层次编排。体式为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结合采用记事本末体。

五、志书中采用的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对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个别数字，以

单位统计数字为准。外币注明币种，人民币统称元。

六、为表述简洁，志书文中涉及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余-：簦简称“要．'--_-___●_●_一
．发区”；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或“区管委会”，中共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或“区王委”；对区内外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会议及文件、书刊等名称，首

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规范简称。 ．一、
七、志书中收录的人志人物，均以合肥经济技术瑟发区区内单倒为籍承，不受人物出生地籍限
制。■——L≠

／

八、志书中收录采用的资料，均源自各相关单位、部门提供的资料及有关图书、报刊、文档和El

碑资料等。所用资料，经考证人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史源远流长。编修新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对中华民

族修志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修志，就是对本地

区有价值的史料进行发掘、整理，撰为一著，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这无疑是一件具有历史和现

实意义的事。2004年合肥市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编纂开发区志列入规戈4之中。为了切实编修出

一部内容全丽系统，体倒完备规范，记述精当科学，资料丰富翔实的开发区志书，开发区在人力、物

力、财力上给予了极大的投入，广征博采，去伪存真，数易其稿，终于编纂成开发区首部区志。

回顾开发区发展历程，17年前，顺应改革开放大潮，市委、市政府做出重要决策，抽调精兵强将

会战合肥南郊，在一片岗冲之地上拉开了“开放开发，再造新合肥”的序幕。17年来，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开发区坚持“三为主、=致力、一促进”的办区宗旨，坚持“项目是生命线、改革创

新是永恒的主题、带领群众致富是立身之本”的发展主旋律，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探索出工业化、

城市化的一个个成功经验。17年的建设发展，尤其是“十一五”以来，伴随着全市跨越发展、奋力崛

起的步伐，如今的开发区已成为全市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发展的龙头、体制创新的先导、辐射带

动的基地、合肥“141”发展组团的中坚力量，成为全市乃至全省最具发展实力、发展活力和发展潜

力的区域之一。先后成为全国首家政府主导型的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全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示

范逐、首批垦窒薤型工业筵主些!窒皇泣器罩苣基搀、国窒篁奎三些重堇垦
在开发区开拓、发展、前进的历程里，经历过什么样的艰难、曲折，具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取得过哪些辉煌的战果和业绩；鳊修一部内容全面系统、资料丰富翔实的开发区志书，是时代和历

史赋予我们的一项新任务、新责任。 、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志》详尽地反映自开发区设立至2007年底开发区的基本情况，客观全

两地记述了开发区的发展历程。为进一步宣传开发区、让人们更深刻认识开发区，提供了最完整、

最全面、最系统的资料。

在编修《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大功告成之际，我要向支持配合修志工作的各界人士和直接

参与修志工作的编撰人员说一声谢谢，衷心感谢你们为开发区完成了一项文化建设的大事。

修志的目的在于利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志》出版发行后，希望各界、各方面人士及全

区单位、备部门的领导读好志、用好志，努力发挥志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和作用，实现开发区

各项事业又好叉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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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合肥市南部，东接包河区和滨湖新区，西艄肥西县相邻，北临醍
务文化新区，距离市中心9公里。截至2007年底，开发区行政管辖面积66粉公里，常住人口玮，)
7J"。

u √
建区以来，开发区充分发扬“圄绫燮垫：堡董墼堂：墼堇剑堑：玉丕『逢筮”的创业精神，弘扬“项1●_-_-_●_●___’-●IIl-___-_●__I-●_●____-__-__-一 一

目是开发区的生命线，带领农民致富是开发区的立区之本，改革创新是开发区永恒的主题”三个主

旋律，坚持“以提高吸收外资质量为主，以发展现代制造业为主，以优化出口结构为主，致力于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致力于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多功能综合性产业区

转变”的办区宗旨，通过抢抓机遇，扩大开放，以土为本，滚动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持

续快速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有效的窗口、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至2003年，建区十

年就基本实现市委、市政府当初提出的“再造新合肥”的奋斗目标。截至2007年，开发区在全市各

县送、开发区中，经济实力和发展速度均居龙头地位，是合肥市乃至安徽省最具发展实力、最具发

展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已成为合肥“工业立市”的主战场，安徽外向型经济的龙头区域

和cp部崛起的新高地。

发展历程

1992年，在国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批准合肥市为对外开放城市，实

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同年8月，国务院特区办在合肥召开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座谈会。年底，

会肥市上报省政府，要求在合肥的南郊规划一片土地，批准设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推进合肥市

“开放、开发、再造薪合肥”的战略。

1993年1月8日，经市委研究决定，市政府下发了《关于成赢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协调服务领

导小组的通知》，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市长钟咏三为组长的协调服务领导小组。1993年2月一5

月，开发区组织7支测绘队伍，完成53平方公里1：1000地图测绘工作。1993年3月18日，市政府

下发了《关于成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于道建设指挥部的通知》，总指挥由市委副书记、市长钟咏

三担任。1993年4月3日，10．8公里的框型大道建设隆重开工，省、市领导卢荣景、王太华、钟咏三

等出席开工典礼，开发区正式启动建设。1993年4月15日，省政府下发《关于同意设立合肥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批复》。

开发区建立之初，面对的是一片荒地农狙，破败的村舍，面临的是资金、项目的短缺和体制不

顺的困难。然而开发区最初的拓荒者没有在困难面前畏缩，而是毅然决然地启动了“开放开发、再

造新合肥、建设现代化大城市”的破冰之旅。确立以“厶厶鳌星墼瓷坯撞：妻皇丕查壑壅堑墓：：多办
区宗旨，实行“超魏趣划、笪墓引风、滚动发展”的发展思路，坚持“团结拼搏、艰苦挺进、改革仓4新、

、^／’、、’-，，——’’、-__‘’'_‘、_·，，，’、__7

无私奉献”的十六字创业精神，高起点规划，商标准建设，依托母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创下88天

修好10．8公里框形大道的奇迹，打响了开发区建设的第一炮。1993年7月1 El，框型大道建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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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省市领导王太华、钟咏三等为繁华为道通车剪彩。1993年7月6日，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了
-■‘_---_-_’_l_--·_-__Il_l-o·_一

《关予同意成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发区首期lO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启动

委员会的批复》，管委会正式成立。1993年11月4日，开
●--●—_●-—●_’’—。、

，同时拉开了开发区招商引资，建设现代化薪城的序幕。

1994年1月20日，开发区管委会卞设《关于下达明珠广场建设计划的通知》，明珠广场启动建

设，后来明珠广场成为合肥十景之一。19聱4年3月31日，开发区管委会下发了《关于合资兴办“兆

峰陶瓷(合肥)原料有限公司”的批复》，瞧兆峰陶瓷原料公司人区。此后，兆峰安泰、兆峰凯撒、
岁＆峰唐彩、兆峰梦彩、兆峰银壁公司等第一批企业相继入区。由此，开发区步人初期发展阶段。

1994年8月28 B，开发区管委会下发《关于同意安徽佳安轮胎有限公司进区的批复》，佳安轮

胎项目成为入驻开发区的第一个世界500强企业。此后，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全面扇动。1994年

8月30日，管委会成立社会化服务公司，后丛展壮大成为海恒置业集团公司；1994年11月23日，

世界500强企业泰国正大有限公司入区建设翅995年5月23日，合肥日立挖掘机有限公司入区建
设；1995年8月23日，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精限公司入区建设。由此，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步

入实质性发展阶段。1995年12月11日，以合飓明珠保龄球馆开工建设，开发区启动第三产业发

展。 {展。 ＼

1995年12月28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窿、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下发《关于确定开发区行

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单位的通知》，批准金

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望僮。1996年7月
，‘’’-·-___-’_··I_．--l-_，一

'm97年，开发区确立“小政府、大社会'，J、

开发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全国开发区首家行政管理

l胡锦涛同志视察开发区。
—，’’。’．____I___’一

青于、高效的现代行政管理

体制，设立“两办八局”的机构格局，明确了职能职责和管辖区域，积极探索出一条开发区行政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新路子。

在1997年管理体制改革的坚实基础上，开发区继续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更加注重民生工程，强

化城市管理职能。1998年4月，启动村改居改革建设。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综合

开发、一区一景、各得其所’’的总体思路，以国有企业为依托，通趸雨场死莲译习甄西匿硒罹翁砸
并发”战略，建立了新型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开发区结

合实际，提出了“项目是生命线，带领农民致富是立身之本，改革创新是永恒的主题”的“三个主旋

律”，并以“两个安置”(住房安置和就业安置)和“三个转变”(农村向城市转变，农业向二、三产业

转变，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为重点，跳出“农”字谋农利，实行以土地换保障，创新征地拆迁模式，

全面塞蕉垫鳖墅叁垄掌，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妥善自垦堡‘三农”塑錾垒垒盛垫亟涉，使全区所有居民、—-_'·——·-·_—o'_----．-一o-—-．一—．___一——--—-__一都参与到社会资源的分配，被商务部誉为“合肥模式”并商圣酥荐。
改革创新、超前探索使开发区理顺了管理体制，明确了发展思路，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开放的

意识和工作动力。开发区的投资环境日臻优化，发展空间不断拓展，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也得以

快速发展。1997年到2000年，相继引进了统一食品、海尔工业园、华泰食品等一批新的项目。

1997年，佳通轮胎、日立挖掘机等重点外资企业纷纷扩大投资，使得全区工业投资创“九五”期间新

高。2000年开发区实现工业产值43亿元，比1997年增长1．9倍，年均增速逾45％。

1998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开发区视察。其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吴邦阑及李铁映、乔石等国家高层领导先后来开发区视察。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复函，正式

批准开发区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标志开发区发展规模，竞争实力和影响都跨人国家级开发

区行列。由此，开发区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进入全丽发展阶段。1、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营造投资软环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采取“大．’————～t、、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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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和房地产业为支撑，引进了一批高档次、商品位的三产服务业项目，如大学城、明珠酒店、会展

中心、徽园、东海花园、东方家网、易初莲花、中外运等项目。5、结合开发区实际，制定征地拆迁、住

房蜜曼盛动力就业、培训、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等一系列政策，使“三农问题”得到了妥善鳃决(开发
区解决“三农”问题爵褒囊f=、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充分肯定，《商务部简报》将开发区解决“三农”问

题的基本经验，报送国务院领导审阅，并在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交流推广)。2007年，在商务部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综合评价中，开发区连续5年位居中西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

酋，名列全国5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三位。行政管理和服务通过IS09001和IS014001

认证，管理水平和生态环境标准迈入国际化标准。

发展成就

综合实力不断攀上薪高峰。“发展是硬道理”。15年来，开发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

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01年，全区工业总产值首破百亿大关，达102亿元，位居中

谣部1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首。2007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8亿元、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437亿、产品出口总额达到6．4亿美元，分别占合肥市同类经济指标20％、29．4％和14．

9％。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建区头lo年的总和；以不到全市!．1％的土地，创造I全盅近呈Q丝数工

业产值和20％的GDP。“十一五”以来，工业总产值连跨三百亿、四百亿，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年均

30％出土的增长，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龙头。

f、招商弓|资不断取得新突破。紧扣项目生命线，把引进大工业项目和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作
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截至2007年，全区累i-I-ikl进内资项目558个，总投资437．7亿元；夕卜

资项目218个，合同外资19．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烫17．6亿美元。同时，开发区注重适时调整引
资策略，立足“高大新”项目，积极推进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的转变，引进了鐾合利华、日立等14

家世界500强企业；佳通、海尔、江汽、合力、熔盛等国内外行业巨头；捷敏、杰事杰、芯硕等一批高科

技企地。一鲁摹陵绎济夕F西匠呆爵覆并j衡霄霉乏卖琢利用外资3．5亿美元『1再薪两巫函_。觋。
建业发蜃木断跃上新平台。开发区在发展产业经济中，千夯汪重产业规划和培育，不断延伸

产业链，扩展产业规模，形成了汽车、家电、装备制造、日用化工和食品加工五大支柱产业集群。

2007年，五大支柱产业实现产值占全区丽节啊弼瓦询荡3蝴成为曾个产值超百亿的工业园，支柱
产业成为挺起开发区工业经济的“脊梁”。同时，开发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微电子、新能源与新材料和住宅产业化三大新兴产业强劲勃发。2007年高薪技术产业实

现产值293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67％，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40．2％。在提升制造业

业结构得到优化、臼趋合理。

开发区坚持科学规划引领建设发展，优化城区功能布局。截至

58亿，基础设施覆盖面积达到够础里；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主i垩左公星。营造商品位人文环境，建设盟鏊亡黜匿：金屋虫：叠：婴堡垦匿盔逶廑-越勤呈弛等具有品．壁塑燃应的三产服务业设施，完善塑墨塑二童鎏塑垦茎垦垄鎏，新城区品位显著提．
舟。加’魄璺墅垄乒设，年檀整鍪!竺歹棵，区域绿化率高达36％；严把环境关，建设污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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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皂f等环境基础设施，单位能耗逐年降低。2007年，开发区万元产值钱耗同比下降11．3％，

工业企业用电增长低于工业产值增长26个百分点，走在全省节能降耗的前到

社会建设不断展现新气象。在加快发展工业经济同时，并发区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溶人加

快推进城市化的过程。2004年，开发区3万多农民整体转户，全面实现农村向城市、农业向二、三

产业转变、农民向城市居民的三个转变。开发区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妥善解决“三农”

问题的成功做法。在这种模式下，祖居居民被视为最大的功臣和重要的资源，带领农民致富不再

是一旬口号，而成为开发区三大主旋律之一在传唱。截至2007年底，开发区社区建设总投资16亿

元，安曼住房建筑面积105．78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36平方米，超过合肥市平均水平。到2007

年，祖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388元，较1993年增长4．5倍。此外，开发区不断完善教育、卫

生、文化、体育等资源配置，全面构筑起“传有所居，董查压缝：耋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社会保障体

系，居娶精神文化生活、社金迨安综合防控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交塑爱叁区、平安开发区建设成效显薯■～ r一一 ‘ 一体制机制不断凸显新优势。1997年，开发区率先在全国开发区中实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

革试点，不断强化“登简、统一、效能”原则，打造服务型政府新形象；之后，不断深化改革，率先打破

“铁饭碗，铁交椅，铁．：：：￡资”，激发干部职工千事创业的激情。创造性地推行社区开发建设，选派优

秀青年大学生走村进户，与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建设、管理家园，成功实现了农村管理体制向新型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转变，把“三个转变”成为现实。“十一五”以来，两对宏观形势的深刻变化，开

发区又抢抓机遇，创造机遇，坚持以机制创新为先导，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此外，开发区未雨绸缪，继续抢抓发展机遇，主动迎接国际和沿海产业升级转移，不断优化投

资环境，在住宅产业化、微电子和生物医药三大新兴产业的引进培育上取得重大突破。住宅产业
化形成了以阳光工业西为龙头、中国建材集团(合肥)研发中心提供技术和研发支撑，西伟德、蒙达

建材公司、中亚科技园等为配套的产业链，2006年8月，开发区在全国率先获得建设部批准的“国

家节能省地型住宅合肥产业化基地”，这也是目前全国第一家和唯一一家整全国区批准为锤宅主

业化基地；微电子产业“十一五”开局之年实现开门红，在原先已有集成电路封装的国晶电子公司

和生产液晶显示器的国运电子公司等近十多家相关企业的基础上，2007年先后引进具有关键技术

动工。

未来发展大略

限后新发展。“十一五”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开发区进人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主要经济指标

实现年均30％以上的增长。亟过2010年可实现工业产值107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340亿元，分别●‘_ooI-o’●__Io●-____-

是“十五”末的4倍、3倍。重点企业发展迅猛。继海尔、日立、江汽、联合利华四大工业园实现产值

超百亿后，长虹及美菱、美的、佳通f装备制造等工业园即将跨入百亿工业园行列，支柱产业集群效

应明显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电子信息、额材料、生物医药、住宅产业化等战略新兴产业初露

端倪，金塑≤毖速、商贸、总部经济J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159

家，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1家。投资环境显著提升。形成了九通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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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配套完善、功能齐全、通关便捷的投资环境。与肥西县合作开发新港工业园，发展空间进一步

拓展。综合投资环境连续多年位居中西部22个国家级开发区前列。在刚揭晓的“中国最具投资

潜力经济圃区”评选中，开发区紧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后，位列第二。节能减排成效显著。COD

减排5431吨，S02减排809吨。万元GDP能耗大幅下降，2009年仅为0．45吨标准煤，远低于全国

国家级开发区平均水平。佳通轮胎、联合利华等企业已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民生工程扎实推

进。群众住房、就业得到妥善安置，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祖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7年

的1720元提高到2009年的n800多元。

“十二五”规划概要开发区“十一五”快速发展，为“十二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发区

“十二五”奋斗目标是：到2015年，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00亿元；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4000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900亿元；打造2个千亿级产业和4个五百亿级产业。致力打造中部

地区“审批环节最少、办事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投资者最满意”的创薪创业平台和“宜居、宜

业、宜商、宜游”的和谐生态新城区。

为实现这一目标，开发区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

断提升招商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大力培育和壮大汽车制造、家电电子、装

备制造、节能环保、快速消费品等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打造现代制造亚蕊嚣琢甄1圉茬要严函睡醺活霸该碾面雨霜瓢i琵j甄而西匾瓦石面需
发藉孤弱面虱羲蠢啊霞丽霭五砑蒋匿趸甄霭丽孬氐至面琚繇蘅氍虿魏疆弱舔涎一发展和斑口加工区建设，猴进新港工业因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至面统筹趸济狂否夏展，努力构建新画赢丽覆]栅硪瑟蓓前题丽i医夏夏焉氯两蠡曙匿蕉两豇磊丽莉习舜乒矿
育、。爵泛两j瓯写两孺丽丽■孺磊画覆翼陋碣藕酾为曝潸'霹鼯雨研观；酽一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继续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强死27两曜P孺衽区两稻化管
禚缱趔。

面对开发区加速崛起的新形势和美好的发展前景，鸡纽熊益尘玉壹茎送塞乏：登整塑宣垄壅
展，才能无愧时代赋予开发区的使命。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奋力开拓， 一

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现代化滨溺大城市建设、为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建设而呆懈寄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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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93年

1月8日 市政府下发《关于成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协调服务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以市

委副书记、市长钟咏三为组长的协调服务领导小组。由此，拉开了开发区建设的序幕。

2月 开发区组织7支测绘队伍，至5月累计完成53平方公里1：1000地图测绘工作。

3月18日 市政府下发《关于成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道建设指挥部的通知》，总指挥由市

委副书记、市长钟咏三担任。

4月3日开发区lo．8公里框型大道(繁华大道、莲花路、丹霞路、始信路)建设开工，标志开

发区建设正式启动。省、市领导卢荣景、王太华、钟咏三等出席开工典礼。

4月15日 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同意设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批复》。

7月1日 用88天时间建成开发区10．8公里框型大道并通车，创造开发区建设速度。省市

领导王太华、钟咏三等为繁华大道通车剪彩。

7月6日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关于同意成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复》。

管委会下设办公室、计划项目财务处、建设工程管理处、土地规划管理处和工业发展公司、建设工

程公司、公共服务公司、社会化服务公司。
1 1月4日 开发区首批莲花路lO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启动建设。

1 994年

1月20日 开发区管委会下发《关于下达明珠广场建设计划的通知》，启动合肥十景之一的明
珠广场建设。

3月31日 开发区管委会下发《关于合资兴办“兆峰陶瓷(合肥)原料有限公司”的批复》，同

意兆峰陶瓷原料公司入区。此后，兆峰安泰、兆峰觊撒、兆峰唐彩、箍峰梦彩、兆峰银壁公司等相继
入区。

8月28日 开发区管委会下发《关于同意安徽佳安轮胎有限公司进区的批复》，佳安轮胎项目
入区，由此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全面启动。

l 1月23日 驻开发区的合肥正大有限公司项目动工建设。

．1 995年

5月23器 入驻开发区的合肥El立挖掘机有限公司项目开工建设。

8月23日入驻开发区的合肥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开工建设，于1996年8月23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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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开业。

12月1 1日 人驻开发区的合肥明珠保龄球馆开工建设，由此启动开发区第三产业发展。该

馆于1998年11月18日建成开业。

12月28日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下发《关于确定开发区行政管理

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单位的通知》，批准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单

位。

1 996年

3月4 El 省编委、计委、科委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就开发送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工作提出要求。

7月23 El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

9月10日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下发文件，同意合肥经济技术开

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方案。

——i丐l■r1羁瓦否政蔚苏荟厅下豸：戛律，同意组织实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
和机构改革试点方案》。

1 1月1 3日 入驻开发区的合肥华新电工有限公司开工建设。

．1 997年

3月27 El 中共合肥市委成立以市委书记钟咏三为组长的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4月16日 市委、市政府下发文件，同意组织实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

改革试点方案。

9月17日 市政府下发《关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管理范围的通知》，明确开发区的开发

管理范围。

9月25日 合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开发医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的管理

模式，并审定“两办八局”的机构设置。

9月27日 市委、市政府下发《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明确

该开发区的管理体制、职能和管理职权。

10月6日 开发区管委会成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规划设计院、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

构。

11月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

1 998年

4月18日 该开发区管委会下发《关于在开发区组织实施社区开发建设的通知》，正式启动社

区建设。成立的第一个社区是莲花社区。

4月20日 入驻开发区的合肥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开工建设。该公司予1999年9月1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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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

5月19日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拆迁安置暂行办法》出台，标志该开发区社区建设过程

中房屋拆迁由自拆自建向自拆统建、统拆统建转变。开发区第一个住房安置试点树是蔡岗村，第

一个劳动力安置试点村是黄岗村，第一个社区小学是蔡岗小学，第一个商业门店在海恒社区，第一

个农贸市场是莲花社区的莲花农贸市场。

6月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

8月 国务委员吴仪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

9月24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

10月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

12月16日 入驻开发区的合肥市少儿活动中心项目开工建设。

12月22日 入驻开发区的合肥中德印劂培训中心项目开工建设。

1 999年

3月27日开发区工委、管委会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形成国有资产

管理、运营、监督机制，旨在加大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力度。

4月22日 开发区工委下发《关于深化区属企业改革的意见》，对区属公司改革的思路、目标、

任务作了全面部署，由此拉开区属企业改革帷幕。

5月4日 入驻开发区的合肥汉斯卡丁车娱乐有限公司开工建设。

7月 为纪念建国50周年，在开发区建设安徽纪念圜(建成后更名为徽园)。
lo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
11月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乔石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其

于2002年6月第二次来开发区视察。
1 1月 入驻开发区的合肥中锐国际学校、舍肥润安公学开工建设。

2000年

2月13日
国务院办公厅复黼，批准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送。

3月5日 开发区启动“三讲”教育活动，为期三个月。
3月28日

隆重举行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仪式。开发区海尔工业园开工建设。
5月16日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科技园挂牌。
5月 人驻开发区合肥福斯科威润滑油项目开工建设。
9月19日 合肥市委、市政府办公厅下发文件，同意将合肥经济技术开发

市新一轮小城镇建设试点单位。
人全

12月22日
人驻开发区企业合肥明珠国际大酒店开业。该酒店在试营业期间圆满完成“全

国农村税费改革会议”、“全国审计工作会议’’等全国性大型会议的接待任务。



2001年

1月24日 入驻开发区的华凌出口基地项目奠基。

3月18日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开工建设。

5月 人驻开发区的安徽TCM叉车有限公司开工建设。

6月6日 入驻开发区的合肥东海花园房地产项目开工建设。

7月1日 工委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会，同时出台以落实、调整、完善和丰富

1997年体改方案为指导思想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7月4日 人驻开发区的史坦白氏包装有限公司开工建设。

7月9日 入驻开发区的繁华世家房地产项目开工建设。

8月21日 人驻开发区的库尔兹压烫科技有限公司开工建设。

lO月1日 址于开发区的徽园、欧风街建成，成为合肥市新景观。

1 1月18 E1 人驻开发区的合肥大学城暨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湖校区奠基。

11月30日 开发区农业产业化示范园被安徽省农村工作小组评定为省级农业示范园。

是年开发区年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百亿元大关，达到102亿元。其工业总产值等主要经济

指标首次居中西部13个国家级开发区之首。

2002年

1月9日 人驻开发区的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园奠基。

2月1日 合肥明珠国际大酒店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安徽省首家五星级涉外酒店。

2月7日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大学城校区人区建设项目签约。

6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仪．艾买提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并参观徽园。

7月29 El世界500强联合利华项目签约，并于9月24 El开工建设。

8月26 El 合肥江淮汽车公司江汽工业园入区建设项目签约。

9月3日 工委下发《关于笞藉瓢采磊蹑瑟瓢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机构设置、机构编
制、职能职责等做了具体明确，标志开发区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工作基本完成。

9月6日 驻开发区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建成开业，并获首展成功，会展经济初显端倪。

9月8日 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湖校区启用，5600名新生人住大学城。

9月16 El 安徽医科大事天摹骚覆区灭区匿夏页霞露甄———～
11月8 El开发区体改办按照“公布条件、双向选择，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原则，基本完成

职能机构、党群机构、法定机构人员定岗工作。

11月11日 日本日立常磐会来访开发区考察，并与开发区初步达成多项投资意向。
11月20 El 安凯车辆公司人驻开发区的新厂区开工建设。

11月25日 开发区成立农村征地转户办公室，正式启动农村征地转户工作。由此，开发区城

市化进程加快。

12月28 El 入驻开发区的安徽大学大学城新校区项目启动建设，省市领导方兆祥、车俊、郭

万清、杜平太等出席开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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