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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订单
央企“西进”引领西部转型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庞洁

10月21日，在今年的西博会期间举办的“四川省与全国
知名民营企业合作发展会议暨第六届泛成渝经济区商会合作
峰会”上，一批来自北京、广东等十余个省市区的民企在会
上集中签约。

全国知名民营企业纷纷落户四川。据了解，在会上集体
签约的项目涉及全国民营企业100余家，经过对接和协商，
实际有28个民企项目签约，涉及金额达307亿元。

其中有广东香江集团投资50亿元在新都打造“全球CBD
建材灯饰企业总部基地”；浙江婺商投资有限公司投资30亿
元在什邡市建设“西南金华科技五金创新工业园”；北京中
漫和丰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资30亿元在眉山建设“东城
动漫文化园”；广东力兴投资有限公司投资25亿元在眉山东
坡区建设“中国力兴 IT产业园一期工程”；浙江嘉善远乔配
件有限公司投资19亿元在遂宁市河东新区建设“五彩缤纷
文化旅游”等大型项目。

西部成为新的增长极

出席“四川省与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合作发展会议暨第
六届泛成渝经济区商会合作峰会”的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表
示，四川在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在承接产业
转移过程中，具备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得天独厚的优
势，使四川省民营经济面临更加难得的发展机遇。

数据显示，去年，四川省私营企业总户数达到了36.14
万，个体工商户达到218.6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
重达到了56.8%，而在今年上半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
比重进一步提高到57.1%。
黄小祥说，“全国各地众多事实证明，哪里大发展，哪

里就有民营企业创造的辉煌。哪里加快发展，哪里对民营经
济支持力度大，哪里就是民营企业活力强的地方。新一轮大
开发离不开民营经济发展，四川建设经济发展高地，也要依
靠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发展的四川需要大家，开放的四川欢
迎各地民营企业家。四川也一定会为到川的企业家创造一流
的环境，提供优质的服务。”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认为，西部现

在良好快速发展的趋势十分强劲，再加上中央对西部地区发
展更大的支持力度，这个趋势至少能够持续十几年到二十
年。“因为西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西部还有很多的潜力
没有发挥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企业在中国经济有些不
确定因素情况下，西部是确定的，所以大家到西部来，是一
个英明的决策。”

“西部地区的发展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在全国GDP
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西部地区的增速远远高于
中部地区。在总的投资资金偏紧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投资
高于东部地区。这说明西部地区已经经过几年生产要素的积
累，现在已经到了井喷的前夕了。所以像十二届西部博览
会，有那么多厂商来，包括那么多外商来，他们已经看好了
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的趋势。”黄孟复说。
黄孟复呼吁民营企业到中西部发展，寻找商机，“会给

企业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我们民营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我相信西部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增长极。”

四川发展：全球视野

在“四川省与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合作发展会议暨第六
届泛成渝经济区商会合作峰会”上，百余位知名民营企业家
出席了当天会议，以新西部、新成渝、新四川、新机遇为主
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16岁就来到四川，开始戎马生涯的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
对四川有着特殊的感情，把四川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觉
得现在的四川和成都变得更加美丽了，确实让人感觉到来了
不想走。
在他眼里，这里是最有潜力、最活跃的地区，有望成为

中国西部的核心门户。“成渝地区凝聚了中国西部最核心的
城市城镇发展潜力，无论市场、人才素质和它基本的产业布
局，都可能成为西部发展的核心地带。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和
产业转移当中，成渝地区可能成为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点。”
陈峰说。
以航空旅游、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业为主要业务的海航

集团已经在西部，特别是在成渝地区大展拳脚。
海航集团目前在航空旅游、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业都有

涉足，未来在西部，特别是成渝地区也将加大投入。
据陈峰介绍，海航集团与重庆市政府成立的西部航空、

西部通用航空运行良好，在青城山投资建设的50000多平方
米的五星级酒店也在进一步落实中。
对于如何看待成渝经济发展的问题，陈峰表示，“希望

成渝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抓住有限的资源，保持紧迫感，不要
让悠闲的文化影响了发展的步伐，而且要有全球视野，绝不
能以东南沿海为视野，要从全球角度做产业布局和发展方
向。”
“非常感谢西博会这个舞台，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交流、

发展的平台。”人民电器董事长郑元豹表示，民营企业要做
大做强，只有整合资源，强强联合，把人才、技术、市场、
信息整合起来发展，这样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才会越来越
大。“东部企业与西部企业如果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结
合，资源共享，就能寻求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郑元豹
说。

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则认为，成都天时地利
人和，适合民营企业发展。成都作为天府之国，文化产业的
繁荣程度不亚于沿海一些发展的城市。成都文化的历史渊源
很深，只要搞文化产业，成都可以算得上最适合的地方之
一。“我本身就对文化产业非常感兴趣，我现在正在寻找一
些合适的项目，争取有机会能去投资。”

西部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加上
西部大开发政策的不断深入，央企在
西部投资不断加大。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随着西部大开发向纵深发展，西
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投资的热土，中
央企业大举西进是必然趋势。

65家央企
签下1383.2亿元大单

目前，在四川的央企所属公司共
有1046家，在川央企已成为四川产业
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月21日，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与
四川航空公司签署了20架C919大型
客机订单协议。这标志着C919大型客
机获得国内西部航空市场的认可。
这是西博会期间，国资委高层领

导和来自全国各地65家中央企业组
成的盛大阵容奔赴成都展开“央企四
川行”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

当天，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中国
大唐集团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华电集团等中央企业与成
都、广元、资阳、乐山、遂宁、巴中等18
个市州、四川铁路产业投资集团、四
川省投资集团、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等省属企业分别进行了集体签约。
国资委还与四川省政府签署了旨在
共同巩固央企与四川合作的备忘录。
据统计，此次签约项目达49个，

项目涉及能源电力、建材、基础设施、
现代服务业、优势资源、高新技术、饮
料食品、装备制造、钒钛钢铁、技术合
作与人才培养、贸易等11个领域，签
约资金总额1383.2亿元，其中：投资
总额100亿元以上项目3个，总投资
608亿元；投资总额10亿元以上的项
目20个，总投资额694.5亿元；投资总
额1亿元以上项目22个，总投资额
80.7亿元。
“这些项目的签署和实施，将对

建设四川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起到巨
大的带动作用，为四川经济新一轮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四川省国资
委主任彭渝说。

据介绍，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此次“央企四川行”活动。之前，
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先后多次赴
京，带着项目以最大的诚意逐一拜访
国务院国资委和各中央企业的负责
人，力邀央企入川。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主任王勇表示，“央企的快速发展
为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成渝经济区和天府新区的建设为在
川央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机遇和环境，央企应利用这一机
遇，加大合作范围，加深合作力度，为
四川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做出自己的
贡献。”
目前，在四川的央企所属公司共

有1046家，在川央企已成为四川产业
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呈现“高地优势”
央企纷至沓来

中央企业凭借其自身优势和政
策导向，加大西部布局力度，近年来
集中、大规模在西部地区投资，具有
“风向标”作用。

新津县属成都天府新区，近年来
“中”字号“国家队”的新材料企业纷
纷落户和增资，一时成了央企投资的
“香饽饽”。

在本届西博会上，中材集团、中
铁物资、中化集团、中粮集团、中国兵
装集团5家央企与之签订深化投资战
略合作协议，将在原有基础上增资扩
建，并投资新的新材料项目。

最早决定在这个国家级开发区
以外的园区投资的是中化集团，2007
年8月，投资 26亿元建设一系列新材
料项目。2009年，中化集团又将总投
资升级为100亿元。

中化集团项目的落户和快速推
进，引得相关配套企业、关联企业乃
至同等量级的竞争或合作伙伴，特别
是一批中央企业纷至沓来。
据了解，3年时间，中央企业在新

津县引资超过300亿元，预计到2020
年，功能区将实现销售收入1000亿元
以上。成都新材料产业功能区成为新
材料产业投资聚集地。

中央企业作为国家战略产业的
“先锋队”，凭借其自身优势和政策导
向，加大西部布局力度，近年来集中、
大规模在西部地区投资，具有“风向
标”的作用。
专家分析，央企在资金和规模上

具有其他企业难以比拟的优势，另
外，西部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加上

西部大开发政策的不断深入，央企在
西部投资不断加大。这位专家认为，
中央企业不仅自身规模大、资金雄
厚，而且基本上都是行业的龙头企
业，品牌力量巨大，是很多地方政府
招商引资的重要对象。

以新疆地区为例，一批中央企业
和内地知名企业围绕新疆的优势资
源，合作建设了一批高起点、高技术
含量、与国内外市场紧密联系的工业
企业，涉及能源、石化、矿产开发、农
副产品加工、科技研发等多个领域。
“十一五”期间，共有39家中央企

业参与新疆石油石化、煤炭、电力、冶
金、建材等行业的投资开发，投资总
额4094亿元；共有25家中央企业参与
新疆铁路、公路、通信、水利水电、石
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等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合同总额1127亿元。

经过多年投资、建设，中央企业
在新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石
化、电力、通信等产业中占绝对优势，
在冶金、建材、煤炭等产业中居于主
导地位。

截至去年底，共有44家央企参与
了新疆石油石化、煤炭、电力、冶金等
行业的投资开发，资产总额达到5739
亿元，完成营业收入4444亿元，实现
利润552亿元，上缴税金484亿元。央企
对新疆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超过
70%。
“十二五”期间，31家央企计划在

新疆投资9916亿元。
据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介绍，

“十二五”期间，宝钢计划向新疆八钢
投资418亿元，到2015年将其年产能扩
大至1500万吨，销售收入达到700亿元
的规模。

神华集团董事长张喜武在一次
推介会上表示，“十二五”期间，神华
集团将在新疆投资1000亿元，截至今
年6月，神华集团累计在疆投资已达
105亿元，在新疆建成煤矿、热电厂、
风电、火电厂，还参与了乌东铁路的
建设。

在陕西，近期，中国建筑、中国水
电、中航重机、国电等央企先后携带
巨资投入陕西经济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下半年到
去年11月底，地方对接央企的7.3万亿
元投资中，陕西获取了551亿元。其
中，长庆、神华、华电、中煤分别投资
201亿元、150亿元、100亿元和100亿
元。另外，这些央企还不断加大在陕
投资，中煤集团未来8年投资1328亿
元，其中前3年投资800亿元；华电集
团未来10年投资1400亿元，前3年投资
800亿元；神华集团未来10年投资2000
亿元，建设煤炭、电力、煤化工、铁路、
物流等产业板块和园区。

2010年“青洽会”，青海省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共签订合作项目116个，
总投资额746亿元。截至2010年底，已
开工建设的项目66个，正在开展前期
工作的48个，到位资金201亿元。
在全球扁平化的今天，我国西部

地区呈现“洼地效应”和“高地优势”。

由“粗放”
向“内涵式”转变

凭借着自身的人力、资源、地缘
等优势, 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
下，西部大开发渐入佳境。

西部大开发十多年，中央企业大

举西进与西部经济快速发展互为因
果，成为西部大开发走向纵深的重要
特色。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年之后，
中共中央、国务院为西部大开发下一
个10年设定了新的战略目标。根据西
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西部将建设
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
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四大产业基地。

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交通、
水利、能源、通信、市政等基础设施建
设的支持力度。在国家规划指导、重
大工程建设、资金投入、政策措施、人
才交流等方面给予西部重点支持；未
来10年内，中央财政政策将继续向西
部倾斜。

中央对未来10年西部的发展寄
予厚望和大力支持。

2010年7月5日至6日，国务院召
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明确，在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西部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使西部地区资源优
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2010年7月27日，财政部、海关总
署和国税总局三部委联合下发通知，
对西部地区税收实行优惠政策，以进
一步支持西部大开发。

凭借着自身的人力、资源、地缘
等优势, 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
下，西部大开发渐入佳境。

2004 年以来，西部地区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保持在25%—35%的水平，
预计未来西部地区投资将继续保持
高位。

机遇往往与挑战共存。专家指
出，西部地区过去10年取得长足发
展，但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数
较低，经济规模和人民生活水平仍远
低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仍然是全国
的短板，是最短的那块板。

从GDP占全国经济总量来看 ,
2010年西部12省市仅占18.7%,从人均

GDP来看,西部地区仅3522美元,远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4493美元。

投资方面，虽然投资增速上西部
已经在赶超东中部，但是从2010年各
省市投资额占比看，东部均值为4.2%,
中部3.7%,西部只有2%。

专家认为，西部实现第二个十年
辉煌的关键在于充分启动经济增长
引擎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加速成
长。

2009年数据显示，2009年东、中、
西 部 城 镇 化 率 分 别 为 61.88% 、
45.87%、39.54%,2010年工业化率分别
为41.04%、45.40%、38.64%, 西部工业
化、城镇化的提升是未来投资加速的
核心驱动力。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第12届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论坛上发表主旨演
讲时指出，西部大开发已经进行了12
年，西部大开发的境界发生了深刻转
变，正从粗放式的资源开发进入精细
化的内涵发展，从投资拉动型的开发
进入到高科技的产业集群发展，从基
础性的开发转变到功能性的开发。

黄奇帆说，当前的西部大开发，
有4个新的、功能性的开发正在推进。
第一就是大都市的发展，西部众多的
城市，无论城市面积还是城市人口，
都处于一个迅速增长的阶段，相信不
久的将来，成都重庆将双双步入1000
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行列。第二就是
大产业的形成，从零部件生产到整机
组装，上万亿元产值的电子产业、装
备工业、汽车产业等一系列大的产业
集群正在成渝经济区形成，这不仅在
西部领先，在全国产业布局中也将占
有重要地位。第三就是以“三通”为主
题的功能性开发，具体包括城市交
通、商贸流通与金融融通。第四则是
开放高地的建设，西部大开发是把过
去中国最闭塞的内陆转变为全世界
投资的热土、畅通交流的平台、对外
开放的高地。

东部民企
体验“西部之心”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庞洁

西博会期间，民营企业在
四川签下 300亿元大单

未来10年内，中央财政政策将继续向西部倾斜

2004 年以来，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在25%—35%的
水平，预计未来西部地区投资将继续保持高位。

23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
助力企业发展专题报道

香山红叶节 10月 12日拉开帷幕，海淀工商分局四季青所五措并举努力
做到事前防控：一是加强执法力量，加大检查力度，重点区域全面排查，重点
查资质、查亮照经营、查食品台账、查过期食品。二是配合香山街道，会同技术
监督、公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对称量器具进行专项检查与校准，扣留不符合
标准称量器具，从源头上严防缺斤短两违法行为。三是制作发放《致香山旅游
景区商户的一封信》，宣传教育，劝导商户合法经营、诚信经营。四是组织“消
费与民生”主题宣传活动，向游客发放宣传材料 500余册，指导游客正确消
费，识别消费陷阱，警惕上当受骗。五是在红叶节期间，特别在香山景区派驻
巡查人员，通过不间断巡查、行政指导
完善食品进销台账、现场快速处理消
费纠纷，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海淀工商分局五项举措营造绿色消费环境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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