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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玮英

东北亚国际品牌影响扩大
9月上旬，大连东北亚国际

品牌商品交易中心在参展第六
届中国国际服装纺织品博览会
上，为宣传大连东北亚国际品牌
商品交易中心与连锁网络平台、
总部大厦、产业园区“三位一体”
的创新商业模式和“一链五工程”
的品牌发展战略方面一炮打响。
该中心为参加这次展览会做了充
分的准备。通过参加本届展会，目
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东北亚品牌
经营理念的精髓，让更多的人迅
速、全面地了解东北亚国际品牌
商品交易中心的商业运作模式。
同时吸引国内外的服装品牌企业
入驻交易中心，形成品牌产业集
群，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王世安 刘永泰 孙姗姗）

容城高调进入大连服装节
日前，2011 中国（大连）国

际服装博览会的重要活动———
河北容城县新闻发布会在大
连召开。容城县人大副主任朱
占奇指出，依靠区位和产业优
势，容城将着力打造对接白沟
小商品市场的商贸流通增长
极，围绕容城服装工业园区建
设的工业增长极和面向白沟、
白洋淀旅游休闲购物的第三
产业增长极。据悉，容城是中
国北方最大的服装生产基地，
被誉为“中国北方服装名城”，
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评为“中
国男装名城”和全国纺织产业
集群试点，是中国三大著名衬
衫生产基地之一。

（刘永泰 孙姗姗）

大连机场凸显人性化
大连机场新航站楼对三关

进行合理化、人性化设计和布
局，使得边检与安检实现无缝对
接。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董
事长才力指出：与以前相比，海
关检查功能区更加完善，服务更
加周到，新航站楼启用后，通关
时间至少要比以前缩短一半以
上。才力介绍，新的国际办票大
厅和候机楼大厅总面积达到近 6
万平方米，比过去面积增加 3
倍，“可以说，大连机场国际候机
楼面积在全国排名第四位，仅比
北京、上海、广州小一些。”才力
表示，新航站楼启用后，一天最
多可以承接 60多个航班，能够
满足未来五年内国际旅客进出
港需求。 （王世安 刘雨）

南航专属候机区年底启用
日前，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分公司总经理罗明
毫与大连机场集团公司董事长
才力在大连富丽华酒店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将充
分发挥和利用各自的资源优
势，巩固和提升南航在大连机
场的战略地位，全面促进大连
机场“双枢纽”战略建设。据悉，
双方就运力投放、航线网络布
局、南航专属候机区建设使用
等一系列战略合作事宜达成共
识。罗明毫透露，目前专属候机
区前期设计与规划已经完成，
计划在达沃斯后开始着手进行
升级改造，预计年底前正式启
用。

（王世安 刘永泰）

真维斯牵手大连服博会
“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

赛由中国服装协会、中国服装设
计师协会、真维斯国际（香港）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迄今为止已成
功举办了 19届。历届真维斯大
赛得到了服装业界、各大院校师生
及社会人士竞相推崇，是国内同类
比赛中最受关注及竞争最激烈的
服装设计比赛。基于大连服博会的
平台影响力和去年的成功合作基
础，第 20届真维斯休闲服装设计
大赛将紧扣“2011，真的，更精彩；
2011，梦飞扬！”的主旨，在 9月的
大连精彩上演。这是继去年真维斯
牵手大连服博会的第二次合作。此
项活动也预示着大连服博会组委
会在推动展会市场动作上又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王世安刘永泰）

大连国际苹果节即将开幕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达沃

斯有关会议上获悉：中国·大连
（瓦房店）国际苹果节组委会举
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国际苹果节
将于 10月 10日上午正式开幕，
10月 17日结束。全部活动将在
瓦房店许屯镇东马村和驼山乡
展开。本次苹果节以“摘苹果、洗
温泉、登帽山，看红叶”为主题，
依托瓦房店市苹果资源优势，以
旅游、经贸、文化系列活动为载
体强化苹果节国际性、参与性和
带动性。据悉，本届国际苹果节
除举办高档次文艺演出外，还将
进行苹果优质品种展示大赛、水
果深加工产品展销、苹果产业商
贸洽谈推介等活动。

（王世安 丁红 刘雨）

“德享”冠名西方艺术盛宴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达沃

斯有关会议上了解到，“德享之
夜———世界高端设计师暨加拿
大名模展演”，虽然以时装、服
装设计为切入点，但绝不是一
场普普通通的“时装秀”。它打
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时装秀场”
模式，不再是模特们伴随着音
箱中的乐曲，在 T 型台上走来
走去，展示不同的服装，而是让
设计师、服装名模、歌手、乐队
在巨大的舞台上互动起来，目
前，大连德享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取得了该项活动的冠名
权，本次活动命名为“德享之夜
巴黎时尚中国行”和“享之夜
魅力加拿大”。

（王世安 刘永泰）

大批中小种子企业或被淘汰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将实施

99%的中国种子企业没有品种
研发能力，中国前十强只占市场份
额的 13%，外资种子企业垄断了
70%的市场。

针对过度依赖“洋种子”的失
衡局面，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
持和行业准入，9月 25日起，农业
部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
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将正
式实施。然而，大幅提高对种子企
业的注册资本以及对企业固定资产
的过高要求，又使得种业的行业门
槛大大提高、对种子企业的生存造
成短期内的巨大压力，预计全国将
有 80%以上从事杂交种子生产经营
的企业从市场退出。
“国家重视种业市场，推动大

而强竞争格局的出发点是好的，但
是逐步改变外资企业垄断是一个长
期而有序的过程。如果突然一下子
弃洋、一下子又限制中小企业的发
展，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毕竟种业
培育是一门科技，不单纯靠资金实
力说话。”一位业内专家担忧地说。

提高准入门槛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全国
持证种子经营企业 8700 多家，种
子零售商超过 10 万家，但是国内
注册资本在 3000 万元以上的种子
企业仅有 200多家，而拥有育繁推
一体化的企业仅有 95家。

谈到种业现状，北京东方艾格
农业分析师马文峰对 《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门槛太低了，一
两百万就可以开个种子公司，随便
有一套房子就可以抵押做种子投机
生意，把行业都搞乱套了。”

由于起步晚，产业化时间短，
我国种业发展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
尚未完全形成。种子生产经营条件
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从目前来
看，我国种子企业“多、散、小”，
产业聚集度依然较低，在资金、技
术、人才等方面的积累十分有限，
专业化程度不高，创新、研发以及
抗风险能力较弱。

新《办法》重新设定了种子市
场的准入门槛。 《办法》 规定，
将经营杂交稻、杂交玉米种子
企业的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提高
到 3000 万元；进出口种子企业
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提高到
3000 万元；农业部发证的“育
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的注册
资本由 3000 万元提高到 1 亿元，
还要求这些企业有固定的育种
人员、育种机构和工作经费，
有稳定的生产基地、健全的售
后服务体系以及通过审定的品种
等。

同时，对企业的固定资产也提
出了明确要求。种子企业必须具有
包括仪器设备、检验室面积、仓库
面积等在内的固定资产，这些规定
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虚假注册、抽
逃注册资金的现象。
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宋

杰凝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新办法将行业门槛提高，
将会加速行业整合，提升行业集中
度，此次办法将使大部分的中小企
面临被并购或退出种业市场的情
况，行业内龙头公司份额将扩大。

宋杰凝认为，新《办法》将使
国内种业龙头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获
得政策倾斜，实力将不断增大，而
这也表明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种业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小种子企
业退出市场后，这些都将对龙头公
司大幅提高市场份额、实现盈利规
模的扩大构成重大利好。

加速种业整合

一直以来，洋种子占据我国种
业很大市场份额，外资控股的种子
公司给我国较大的种子企业带来很
大压力。

吸引外资种子企业大举进军我
国种业市场的原因，是他们看好我
国巨大的市场空间、高额的利润及
国内种业企业较弱的市场竞争力。
据了解，目前在东北三省，美国先
锋、孟山都、德国 KWS 等跨国种
业巨头正加快在中国的布局，通过
成立合资公司、科研公司以及与国
内科研院所合作等方式，对国内种
业构成了不小的冲击。

农业部种植业司种子处处长吴
晓玲曾表示，“国际种业发展历程
说明，企业强则种业强。”

国内种子企业在资金、技术、
品种、人才等方面均与国外企业存
有不小的差距。

2010年年报显示，上市种业企
业收入规模均值 6.15 亿元，最大
刚刚超过 10 亿元。而美国孟山都
的业务包括玉米、大豆、蔬菜种子
等领域，业务遍布 66 个国家，
2010 年总收入 105 亿美元，其中

种子及相关产品收入达 76亿美元。
全球种业 10 强公司在世界种子贸
易额中所占份额达 35%，我国前
10强种业企业同期只占全球种子市
场销售额的 0.8%。

如何掌握更多话语权，如何撑
起种子行业的半边天，又何时彻底
跟洋种子说拜拜？
“新 《办法》将逐渐改变种业

市场份额大多由外资企业垄断的格
局。”宋杰凝对 《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新《办法》将加速我国种
业企业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大
部分资源将集中于行业中的龙头企
业手中，这将有利于我国企业提升
实力，抢占市场份额，使目前依赖
洋种子的现状有所改善。

据分析，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
竞争，我国种业现有商品化供种能
力尚不适应农业的快速发展；科研
育种布局仍不完善，品种选育还不
能满足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和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区域试
验站现有建设规模普遍偏小，辐射
能力不强，试验、统计、分析、评
价手段相对落后，新品种展示示范
工作还难以全方位地开展。
“农业的科技含量就在种子这

一块，政府应该更加重视种子的发
展，在体制上应该更加市场化，在
科技方面要加大科研机构的研发力
度，使研发的新品种尽快推向市
场。”马文峰说。

规范竞争格局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
马文峰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
不发达，要看他的农业是否发达。
经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单
产水平永远比发展中国家的要高。

马文峰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提供了一组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数据：2009年我国粮食单产水平为
5400 公斤/公顷，发达国家的数据
明显高于我国。日本粮食 （谷物）
单产约为 6000公斤/公顷，韩国约
为 7000公斤/公顷，美国为 6624公
斤/公顷，德国、法国、英国的粮食
单产也均在 7000公斤/公顷以上。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粮食单
产水平确实明显高于我国。虽然我
国粮食单产水平高于全球的平均水
平，但是比起发达国家的粮食单产
水平来看差距还是很大。
“我国如果按人均产出水平的

话，就更少了。”马文峰认为，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种子价格居
高不下，农业生产成本就会提高很
多，就不利于我们的农业经济发
展。
业内分析预计，未来 5—10

年，我国粮价将高出国际市场 1—2
倍，其他农产品价格也将高于国际
市场，而高成本已成为我国农业生
产的显著问题。
农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

要，因此，必须降低农业生产成
本，而加大农业资本投入是我国促
进农业生产的唯一途径。以国家的
种子战略为例，国家对大企业的扶
持力度大幅提高，一系列整顿市场
秩序，淘汰小企业补贴大企业的政
策细则陆续得以落实。

马文峰认为，种业新 《办法》
将促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企业集
中度提高了，形成市场竞争格局，
价格自然就能降下来了。但是也
要防止形成个别企业的过度垄断，
只要不垄断，谁来做都可以。如
果一旦产品垄断市场，种子价格
就会比较高，必然使得农业成本
提高不少。需要尽快形成一个有
序的市场竞争格局。

一场针对多晶硅等行业废物处理的整治风暴正席卷而来。
到今年年底前，国家环境保护部将集中力量以多晶硅等行业

为重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危险废物专项检查工作。
据悉，多晶硅副产物四氯化硅的处理是目前已成为制约中国

多晶硅行业发展的瓶颈。据了解，生产 1公斤多晶硅将产生 10—15
公斤的四氯化硅，1000吨/年的多晶硅厂一年产生的副产物四氯化
硅将达到 1万—1.5万吨，如果将这些四氯化硅简单水处理甚至排
放，将会对环境保护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大大增加原料硅粉和液
氯的消耗，使得多晶硅生产成本失掉竞争能力。

专家表示，由于国家关于四氯化硅处理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处理乱象。

废料处理乱象

多晶硅“火”了，多晶硅废料的处理问题却成了企业头疼的事。
“事实上，四氯化硅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江苏光伏产业

协会魏启东教授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而且以目前的技术水平
完全可以消化再利用，关键看生产企业采用的是何种方式来处理，
“只要用起来就不会造成污染，不应称为企业的瓶颈”。

“由于四氯化硅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如果企业采用的是非
闭环生产，就需要考虑四氯化硅的处理问题。”魏启东说，四氯化硅
遇水会产生盐酸，只要在处理过程中避免遇到水，还是很好的化工
原料，可以用它来生产白炭黑等。如果采用闭环生产，那么通过循环
再利用，可以生产出高纯硅等原料，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环保。

但是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做到。目前国内大部分多晶硅企业
实现了清洁化生产，但也有部分企业尚未掌握四氯化硅的回收技
术，估计比例在 10%左右。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萧函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不规范的行业，潜规则普遍存在。
一些地方政府出于 GDP的考虑，对四氯化硅的不规范处理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一些企业在不具备资质的条件下利用关系与多晶硅
企业签订合同，以较低价格获得四氯化硅，然后采用非法方法处
理。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大量的剧毒四氯化硅被非法处理，严重危
害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成都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技术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现在多晶硅企业的关注点还主要是投产和达产，还没有把目光
放在副产物的利用问题上。近年随着多晶硅的快速发展，为了抢占
市场，国内多晶硅企业纷纷从国外引进成套装备。可是，多晶硅生
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合成、氢化、还原、分离等诸多环
节。要把这一系统运转开来生产多晶硅，对企业来说已经是严峻的
考验了，不可能把太多精力放在副产物利用上。

江西赛维 LDK光伏硅高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希一同样
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但他对四氯化硅的资源化利用前景比较乐观。
他此前表示，之所以还存在四氯化硅利用的瓶颈问题，主要是因为
很多企业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处理四氯化硅上。但随着氢化技术
在中国的渐趋成熟，消化大量的四氯化硅不存在技术障碍。

监管漏洞待完善

随着多晶硅的高产出，四氯化硅的出产量也在大幅提升。为赚
取不法利润，部分企业竟随意排放未经处理的四氯化硅废液，给生
态环境造成难以恢复的破坏。这也折射出我国在多晶硅监管方面
存在漏洞。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连续发生
多起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事件，严重威胁环境安全，损害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这暴露了我国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危险废物利用
处理能力不足、无经营资质企业大量存在和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
倒屡禁不止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地方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对危
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重视不够。二是环境监管和执法不到位，对危
险废物违法行为处罚和打击不坚决。三是危险废物管理法规制度
不落实。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多晶硅在欧美发达地区产能比较大，如果不能实现四氯化硅的
有效控制，多晶硅就不可能在环保要求更严的发达国家继续生产。

据了解，在美国，从安全和运输成本两个方面考虑，年产量达
1000吨的多晶硅工厂，四氯化硅应当就地转化为三氯氢硅回用到
系统中，不能作为副产物对外销售；年产量达 3000吨的多晶硅工
厂，则应当对废弃的氯硅烷采用回收工艺；年产量达 10000吨的多
晶硅工厂，金属硅就应当就地生产。

以目前的技术来说，实现四氯化硅的无害化处理是完全可行
的。孟宪淦说，“出现环保问题，主要是部分厂家工艺技术不到位、
环保管理执行不严格所致。”

在我国尚无专门处理四氯化硅企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技术
标准，也没有相关的准入规定。萧函分析表示，实际上关于四氯化
硅的处理主要是近年来随着多晶硅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相
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四氯化硅处理
的乱象。

萧函认为，政府在监管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多晶硅
企业的四氯化硅流向不明，政府未能有效监管。四氯化硅处理企业
资质不符，政府也缺乏有效的惩罚措施。针对这些问题，他建议，政
府应加快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标准的制定，建立有序的行业发展环
境，尤其是要加大对四氯化氢处理企业的资质审查。同时，加强对
晶硅企业、四氯化硅运输企业、四氯化硅处理企业的监管力度，对
于四氯化硅的流向建立严格的监控制度，做到“一企一档”。还有就
是加大对四氯化硅处理企业的技术支持力度。

多晶硅行业瓶颈待破

由于起步晚，产业化时间短，我国种业发展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尚未

完全形成。种子生产经营条件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从目前来看，我国种子

企业“多、散、小”，产业聚集度依然较低，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积累

十分有限，专业化程度不高，创新、研发以及抗风险能力较弱。

9月 25日起，农业部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
办法》将正式实施。种业行业门槛大大提高。 CNS供图

见习记者 李金玲

环保部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