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8月09日 星期二
编辑：田晶 E-mail：tianjing424@163.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 年中观察

年中企业观察·投资篇

本报记者张龙 实习生刘茜/文

在上半年国内投资大幅度增长的
背后，国家严格限制的“两高”项目投
资有所抬头。
“目前正在建一个焦煤项目，其中

一个焦炭高炉有7米多，属于大高炉。
整个项目的一期已经投产，二期即将
投产，投产后年效益可达到10亿元，能
够容纳一两千人就业。”山西一家焦化
企业负责人韩经理8月4日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

韩经理同时表示，政府是支持的，
具体支持办法还在商议之中。

联合金属网分析师穆文鑫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今年焦炭的产能
将达到5.3亿吨，其中过剩的部分会有
1.3亿吨，目前，新建产能的动力较强，
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华东地区。

焦炭行业只是众多“两高”行业的
一个缩影。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呈现连
续反弹的态势，完成投资16861.9亿元，
累计同比增长16.9%，较1至5月份加快
1.4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13.54%。
投资高涨背后：
地方政府大力支持

据了解，一些省份为了完成“十一
五”节能减排任务，曾对高耗能企业进
行限电，使得去年的部分市场转移到
今年，导致今年一季度产销量大幅增
长，也带动了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以
“电荒”重灾区之一的浙江省为例，一
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9%，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3.7%，而化
工、有色金属制造等高耗能产业的用
电增幅高达20%。

天津一家焦化企业和上述山西焦
化企业一样，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该公司一位张姓主管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公司有产能扩张的计
划，最近正在准备新上一个焦炭项目，
政府对此也比较支持。

这种扩张也传导到了下游，钢铁
行业首当其冲。

同样是在天津，当地一家钢厂负
责人8月5日表示，今年有3个1000立方
米以上的高炉项目，高炉项目共有3
期，现在快要建成了。
“一期投产后估计能生产650万吨

钢材，现在已经可以生产500多万吨钢
材。每年至少能解决90名大学生的就
业工作，政府是支持的。”上述钢厂负
责人说。

张姓主管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能增加就业，能多缴税，增加地方
的GDP，地方政府当然默许。去年为了
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很多企业都被要
求暂停项目，这些被暂停的项目现在
很多又可以重新上马了。

这种情况在今年一季度表现得尤

为明显。
据了解，一些省份为了完成“十一

五”节能减排任务，一度对高耗能企业
进行限电，使得去年的部分项目转移
到今年开工，导致今年一季度产销量
大幅增长，也带动了电力需求的快速
增长。

以今年的“电荒”重灾区浙江省为
例，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9%，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3.7%，而化
工、有色金属制造等高耗能产业的用电
增幅高达20%。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中西部
地区对“两高”项目尤为青睐。

唐山一家水泥厂最近正准备把水
泥生产线搬往西部地区，因为当地政府
对此给出了颇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
策。

该水泥厂的马姓中层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当地政府希望做大这一行
业，计划未来水泥产量能达到2000万
吨，税收达到40亿元左右。

穆文鑫表示，有的地方政府“放到
篮里都是菜”，不在乎所引进的项目是
否属于“两高一资”项目；有的地区饥不
择食，甚至降低准入门槛，出台一些优
惠政策，把高耗能产业作为招商引资的
重点。

问题已经显现。
国土资源部的一份通报显示，中西

部地区“两高一资”项目违法用地问题
突出。上半年，国土资源部违法举报中
心共接到反映中西部地区“两高一资”
项目违法用地的举报207件，其中，面积
超过500亩以上的约占1/3，且以水泥、钢

铁、化工类为主。
工信部近日发出警告，水泥、电解

铝等多个行业出现了投资向西部转移
的情况。

新一轮产能扩张：
出现严重过剩苗头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两高”行业
中，如果将目前在建项目以及已核准尚
未开工的生产线计算在内，中国水泥产
能将达到27亿吨，而实际市场需求仅为
16亿吨；目前各地还有30余条在建和拟
建浮法玻璃生产线，今年又新投产10条
平板玻璃生产线，平板玻璃产能将超过
9亿重量箱，产能明显过剩。
韩经理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为了规避国家的调控政策，公司去年
整合了一个200万吨的小焦化项目，借
此新建焦化项目。
“建一个中等规模的焦炭厂只需

要2至3亿元，很多企业都能承受。而且
国家要淘汰小规模的落后产能，企业
不得不把产能从30万吨升级至60万吨
至100万吨，以避免被淘汰。”韩经理
说。

这种情况造成了焦炭产量的不断
升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虽然今年
焦炭行业将淘汰落后产能1975万吨，
但新增产能的动力依然强劲。与焦炭
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相比，新建
扩张的步伐明显更快。从产需情况来
看，6月份我国粗钢产量为5992万吨，

同比增长11.9%，而焦炭产量3797.8万
吨，同比增长14.9%。从今年2月份以
来，焦炭产量月度同比增速持续高于
粗钢产量增速。

随之而来的是焦炭库存一直高居
不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1至5月份冶金焦社会总库
存达4000万吨。

在产能本已过剩的电解铝行业，
南方一家铝厂的电解铝项目今年刚刚
投产，该公司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
记者，电解铝项目本应在去年投产，但
没有被批准，今年才正式投产，产能最
少也在20万吨以上。

记者8月3日从工信部获悉，有色
金属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向
西部转移的态势，电解铝向青海、新
疆、内蒙古等转移态势尤为显著，但缺
乏规划和管理，无序转移严重，中东部
地区产能退出机制不健全，缺乏监督，
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电解铝产能过剩。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两高”行
业中，如果将目前在建项目以及已核
准尚未开工的生产线计算在内，中国
水泥产能将达到27亿吨，而实际市场
需求仅为16亿吨；目前各地共有30余
条在建和拟建浮法玻璃生产线，今年
又新投产10条平板玻璃生产线，平板
玻璃产能将超过9亿重量箱，产能明显
过剩。

工信部8月2日、3日连续发布多个
行业报告称，近期中国钢铁、水泥、平
板玻璃、电解铝、甲醇、电石等多个行
业产能增长过快，部分出现了严重过
剩的苗头。

“两高”投资反弹

用一两个盆栽品种在荷兰投石问路后，王少峰认为效果还
不错。

王少峰是闽荷花卉合作（漳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荷
花卉”）董事长。他介绍说，闽荷花卉荷兰代表处主要负责拍卖从
中国出口到荷兰的盆景绿植。

之所以在国外直接注册公司，王少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此前，荷兰等国外采购商到国内市场采购盆景绿植，由于同
质化企业太多，相互之间大打价格战，使得企业利润严重缩水，
而相关行业协会组织也没有起到作用，闽荷花卉主动寻求出路，
将公司直接开到目标市场。

经过1年多时间的测试，闽荷花卉在荷兰开始步入正轨。王
少峰表示，在时机成熟后，将会把产品品种扩大，增加公司效益
收入。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负面信息不断增多，海外
投资受到非市场经济因素干扰，在此背景下，以农业为代表的
“绿色”投资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新亮点。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相关部门也在扶植这一“绿色增长
点”。商务部、财政部今年4月份发布《关于做好2011年对外经济
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对赴海外投资农
业的中国企业可给予300万欧元以上的补贴。
海外投资“变绿”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企业资本的积累
更加充足，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到海外市场进行投资。

王少峰表示，由于国外花卉市场的可观利润，国内企业纷
纷将触角伸到了国外，特别是花卉王国荷兰。例如，一棵榕树盆
景的成本是10欧元，最好的时候，在荷兰拍卖能达到90欧元。

据介绍，此前，闽荷花卉的产品都是通过国外代理商来操
作，产品在当地市场拍卖销售，但是随着成本压力以及同质化
竞争越来越激烈，2008年，王少峰在荷兰成立了闽荷花卉代表
处。

与王少峰有同样感触的还有包金龙，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包金龙脸上一直笑容不断。
“现在整个海外的投资项目稳定多了，还有好几个国外企

业在跟我们谈海外合作的事，其中包括一些欧洲国家。”磐安山
之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之舟”）总经理包金龙说。

经过了市场开拓之初的磨合期，目前海外卖菇项目已经稳
定多了，效益也不错。

从2003年开始，包金龙就开始尝试在日本等地种植蘑菇。
经过8年的打拼，包金龙的海外投资项目逐渐步入了正轨。

据介绍，目前山之舟已经在韩国、日本、新西兰、美国、加拿
大、新加坡等地生产和销售香菇。

包金龙说：“在做海外投资的这几年，我们的利润上涨了
20%—30%，市场也在不断扩大，现在很多外国企业都在跟我们
谈海外投资合作的事。”

包金龙还向记者表示，不止我国政府支持农业企业“走出
去”，海外投资合作地的外国政府对于这些项目也很支持。
“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直接在那边建厂生产，而主要是通过

跟当地企业合作，所以当地需要处理的事物都是交给当地企业
去处理，我们不直接参与，当地政府也很配合。”包金龙说。

除了山之舟外，还有很多中国企业加入“走出去”队伍，试
图在新兴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去年，浙江华立集团在柬埔寨购买土地进行木薯种植，生
产的木薯全部提供给中石油燃料乙醇项目，预计年销售规模在
70亿元以上。该集团还计划再买进20万公顷土地。

此外，重庆粮油集团、汇福粮油集团、浙江福地农业有限公
司等企业都选择了在南美洲购买土地进行大豆种植，供给国内
市场。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统计显示，
我国目前在境外的投资、合作农业企业有40多家，投资金额达
到153亿元，投资地区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专家建议先充分调研

虽然政府部门积极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在资金、人力
资源等方面予以支持，但是，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还处于初级
阶段。由于文化、法律等的差异，很多早期的企业海外投资遭受
损失。

中外投资服务网CEO杨志彪告诉记者，许多国内企业只看
到了国外市场的商机，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调研和充分市场规
划，“走出去后吃了不少亏”。

王少峰对此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盆景绿植通过集装箱
运输到荷兰，时间大约是两个月左右，而在这两个月时间内，盆
景绿植容易脱水、掉叶子，到达目的地后，不得不重新对盆栽进
行“面相恢复”。

据介绍，根据荷兰当地的劳工法律，工人月工资标准是
1600欧元，企业运营成本与国内相比大大提高。

除此之外，在海外遇到的一些现实困难，也只能靠企业自
己来解决。

包金龙说：“每个国家对于能进口的菌类限定有所不同，以
前我们出口了一个货柜的杏鲍菇到新西兰，里面装有1.5万袋菌
棒，但是当地刚下规定，限定此种菌类入境，这些货只能是就地
销毁。”
“去年公司组织过多批技术员工申请签证，到海外种菇，但

是签下来的员工寥寥无几，甚至出现十几个技术员工申请签
证，却没有一个员工成功签证的情况。”包金龙说。

据介绍，由于签证是到所在国进行审核发放，特别是日、韩
等国家对于中国的签证控制更加严格一些，签证很难办下来，
而山之舟海外投资许多项目在日、韩等国家。

一位在海外经营农业企业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农业企业
“走出去”最缺乏的是高级人才，特别是精通经贸、外语等的复合
型人才。

除此之外，投资效益、海外企业管理等问题也同样困扰着
企业。

杨志彪建议，企业“走出去”之前，应该充分做足调研工作，
了解当地的法律、相关产业政策等等，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为了更好地扶持农业企业“走出去”，杨志彪建议，必须加
大国家政策扶持的力度，特别是财政方面的支持，需要对农业
企业给予资本金的支持，把政策落到实处。

百亿资金
出海“务农”

本报记者郭玉志 实习生 沈光先 /文

铁道部数据显示，今年1—6月，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2781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
2.7%；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
242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3.1%，而此
之前几年的增幅则均是两位数。

悄然减速的不仅仅是铁路投资。
从风电到光伏产业，从新能源汽

车到高铁相关产业，曾经“投资火热”
的部分新兴产业如今疲态尽显。

售价下降，补贴下调：
光伏产业利润下滑

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利润稀薄、
订单锐减，光伏产业似乎风光不再。
“原材料价格上涨不说，海内外

市场光伏电池组件价格持续下行，近
来企业利润下滑非常严重，已经不足
5%，我们投资的2000万元很可能会打
水漂。”8月4日，江苏某中型光伏企业
有关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光伏原材料多晶硅的价格下滑，
也让投资者们头痛不已。

浙江宝利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国内销售部经理林福增说：“目前
国外多晶硅料进入到中国，每吨价格
大约比国内市场低7万元到8万元，国
内多晶硅料受此影响不得不降价。”

8月5日，一直致力于新能源产业
投资的张威（化名）在查看了近期产
品询价表后说：“规格为230瓦的多晶

硅组件现价在1.75美元—1.8美元/瓦，
去年11月时在1.92美元—2.05美元/
瓦，价格下滑了15%左右。”
“今年前几个月的光伏组件价已

降到了2.0美元/瓦，已经比去年年底
跌了10%以上。没想到还在下滑。”张
威说。

张威告诉记者：“包括中国在内
的各国政府，近期相继降低对光伏行
业的补贴，可能是最新一轮光伏产品
价格跳水的关键原因之一。”

另外一家南京光伏电池企业市
场部有关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我
国光伏组件厂有数百家，竞争本来就
很激烈，又加上政府补贴降低，组件
价格下降，企业已经没什么利润了，
现在真的很难。”

国内一家投资公司经理透露：
“据我了解，有一家位于昆山的光伏
企业已经有一半的员工被无薪放假，
而周边的几家工厂大多已停产一半
左右。”
“7月份在上海开展会时，与几个

其他公司的人一起吃饭，他们都说形
势不好，销售情况下滑厉害，库存严
重，一些小厂今年形势确实比较严
峻。”他说。

一位业内人士称，现在其所在的
公司已经在加大电站建设与运营的
力度，以应对价格下跌的风险。
“如果价格继续下滑，我的计划

是建议被投资企业自建电站，带动组
件销售，运营时靠补贴赚点保本钱，
在运营一段时间之后，找到好的买家

就卖掉。”张威说。
中国光伏产业联盟秘书处王世

江告诉记者：“在当前主要需求国上
限确定、供给过剩、产品价格不断下
跌的背景下，光伏行业的毛利率将整
体下滑，光伏厂商生存空间与业绩出
现分化的局面将成为今年乃至未来
几年的大趋势。这也是下半年光伏行
业将要面临的不同于以往的新规
则。”

风险上升，
风电企业推迟IPO

8月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大型
风电场并网设计技术规范”等风电产
业发展急需的员愿项重要技术标准，并
将于员员月员日起实施。
“中国出台新的风力发电技术标

准，可能会提高外资企业投资中国市
场的技术门槛。”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近日，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决定推迟其IPO（首次公
开发售）。

这家主营燃气及风力发电的新
能源企业，是在前不久华能新能源涉
险上市的大背景下启动上市进程的，
显然风险较大，而其在上市的最后紧
要关头决定推迟上市的做法，与华能
新能源第一次上市时采用的方式如
出一辙。
“都是对投资前景不太看好，所

以比较谨慎，尤其是像风电这样的新
能源产业。”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李胜茂指

出，投资者看淡上市风电企业未来的
盈利能力，主要是因为未来中国风电
产业将逐步走入成熟发展期，全行业
的盈利能力将呈现稳中有降的局面。
“未来一段时间，国内风电企业

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都会有不同
程度的上升，这就使得许多投资者认
定现有风电运营企业的盈利模式还
不够清晰。”李胜茂说。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
会副理事长施鹏飞告诉记者，一方
面，未来几年，国内陆上风电场都将
进入风机事故多发期，相关企业设备
维修费用增加的幅度会比较大；另一
方面，目前国内主要风电运营企业都
将目光投向了投资强度和技术要求
更高的海上风电领域。
“而国内绝大多数企业都不具备

海上风电的开发和运营经验，这中间
隐藏的投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施
鹏飞说。

李胜茂认为，对于广大投资者来
说，现阶段投资风电产业最好抱有长
期投资的理念，否则相关风电企业的
确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
“因为现阶段国内大多数风电

运营企业仍然都还奉行的是快速上
项目，大幅增加自身装机容量的发
展战略，这就使得企业在资本市场
上融得的资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都不会产生实际利润。”李胜茂
说。

本报记者王静宇 /文

部分新兴产业显现疲态
从风电到光伏产业，从新能源汽车到高铁相关产业，曾经“投资火

热”的部分新兴产业如今显现疲态。

近期，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利消息频传，
一些国企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曝出亏损
传闻，而资源类、高新技术方面的投资又受到
非市场因素干扰，在部分国家和地区遭遇抵
制。在此背景下，以农业为代表的“绿色”投资
成为新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热点。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部分在去年由于节能减排任务而未能上马
的高污染、高耗能项目，抢在今年上半年集中开建，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
同时也为节能减排带来巨大压力。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全球化

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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