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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的寒冷已在全国蔓延开
来。鄂尔多斯，接连几天气温在零下
15摄氏度以下。在天气寒冷的背后，
是鄂尔多斯连续 10 年经济高速增
长、GDP 对煤炭资源和房地产开发
过度依赖、单一产业结构已成发展
瓶颈的阴影。

一个月前，《中国企业报》记者
赴鄂尔多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
采访，从楼市到煤炭资源、从装备制
造基地到云计算产业园，记者发现，
并非当局者迷，鄂尔多斯从上至下
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谋
划产业转型。

然而，知易行难。房地产泡沫破
裂、民间借贷瘫痪仍是表象，鄂尔多
斯这座偏安蒙西南的城市，因寒冷、
物价高、创新氛围有限而令外界望
而生畏。如何获得生产要素中最重
要的部分———人才，才是摆在这座
城市面前最难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静宇

“钱荒”之后是“人荒”

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救市计划”全面展开。
除媒体报道的当地 1200多家企业将享受来自全国 17家

银行等金融机构超过 200亿元信贷支持外，私募股权基金也
将协助解决鄂尔多斯暂时出现的资金困难。据悉，鄂尔多斯市
政府对外界表示力争到“十二五”末，将鄂尔多斯市打造成为
中国民间金融创新中心。

除了已披露的引进期货公司、现货商品交易所等新型金
融机构外，鄂尔多斯市还先后引进了一批银行机构，以构建多
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

首个大型创投机构进场

鄂尔多斯市政府、东胜区政府与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日前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发起设立城市
发展股权投资基金———鄂尔多斯市中科成吉股权投资基金，
总规模为 200亿元。

中科成吉股权投资基金首期募集 100亿元，着力投资鄂
尔多斯城市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项目，阶
段性收储资金支持不足、销售不畅的房地产项目，形成房地产
项目池，缓解民间资金压力，创新民间资金投资模式。

近一段时间，鄂尔多斯爆发多起房企资金链条断裂的事
件，直接导致房企从民间借贷的钱将无力偿还，引发一系列恐
慌。鄂尔多斯资金链紧张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

面对这个问题，鄂尔多斯政府除了试图扩大信贷资金投
放规模，动员各级金融机构积极向上争取信贷规模，要求金融
机构加大商品房按揭贷款发放力度，同时也开始准备产业发
展扶持基金等。而此次鄂尔多斯市中科成吉股权投资基金，正
是鄂尔多斯引入股权投资缓解资金链紧张的一项创新举措。

据了解，中科成吉股权投资基金将采用特殊的运营模式，
引导民间资金投资方向、创新民间资金投资模式。

鄂尔多斯副市长李世镕说，中科成吉股权投资基金将有
效解决民间资金投资遇到的暂时困难，推动鄂尔多斯市经济
持续发展，促进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壮大。

中科招商高级副总裁彭卫说：“现在各地的私募股权投资
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能够率先占领鄂尔多
斯市场。而一直以来，中科招商的投资都坚持与地方投资、项
目相结合，从而盘活地方经济，发挥区域优势。”

针对此次股权投资机构与鄂尔多斯市政府共同成立基金
拯救当地房地产等城市基建项目的做法，中科招商高级副总
裁沈美轮说：“希望能通过股权投资的形式，在挤出鄂尔多斯
房地产泡沫的同时，使房地产行业走向良性发展。一旦资金链
条断裂，民间借贷无力偿还，受伤的将是大量提供贷款的普通
家庭。”

冲动背后的尴尬

近期，鄂尔多斯有关私募股权投资的讲座频繁。
一位鄂尔多斯 PE界人士表示，推广 PE的概念依然很

难。找到 LP（基金投资人）要遵循“熟人社会”模式，即通过合
伙人的关系介绍。而习惯了非法集资高额固定回报的投资人，
很难接受正规 PE不承诺固定回报的条款。
“解决民间借贷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改革现行的金融

管理体制，放松对金融的过度管制，为民间金融创新留下空
间。”鄂尔多斯市金融办主任孙建平称。

鄂尔多斯市政府提出了打造“东北亚金融中心”和“PE之
都”的口号。目前鄂尔多斯本地成立的 PE共 7家，但至今无
一家募资成功。

募资情况最好的是清科澜海成长基金。这是内蒙古首个
由当地集团鄂尔多斯澜海和外地私募投资机构清科集团合作
成立的基金，今年 1月 12日成立，计划首期募集 2亿元，目前
获出资人承诺 1亿元，实际出资 6000万元，目前跟投的两个
项目都不在鄂尔多斯当地。

本土 PE募资进展缓慢。本土 PE基金多设在实业集团下
面，拟投资项目往往也是实业集团自有项目。如当地首只 PE
基金鑫泽股权投资基金设在鑫海集团下面，拟投资项目为鑫
海旗下养老地产颐和城项目。

对于实业集团自设私募募资，承诺固定回报，且投资自有
项目的行为方式，一位 PE 界律师直言：“本质上还是高利
贷。”

鄂尔多斯副市长李国俭分析认为：“鄂尔多斯有钱，就是
缺人。”他希望能推行本土与外来“合资”的 PE形式，“我们想
把外面的管理公司引过来，与本土企业家合作，搞合资。本土
企业家有人脉关系，知道谁有钱，也容易获取当地人的信任。
而外面的专家有管理优势。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我们有信心
将鄂尔多斯打造为中国私募重镇”。

鄂尔多斯市目前对 PE已经提出了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重
优惠，还将出台鼓励 PE在鄂尔多斯注册的法规。

今年 5月 6日，鄂尔多斯第一只政府引导基金———鄂尔
多斯市财富股权投资引导基金注册成立。这只基金由市政府
全资控股的国资公司出资，拟募资规模 30亿元，第一期 6 亿
元，以母基金（FOF）的形式投子基金。

6月，鄂尔多斯市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成立，注册资本
30亿元，具体架构尚在建设中。按照设想，鄂尔多斯民间资本
服务中心下设事业性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两块。包括鄂尔多斯
中小企业股权交易所、上市公司产业投融资平台、鄂尔多斯信
用再担保公司、鄂尔多斯民间资本投资管理公司、鄂尔多斯民
间借贷交易市场等机构。其中，鄂尔多斯中小企业股权交易所
正在筹建，旨在为 PE的退出增加一个渠道。

鄂尔多斯民间借贷交易市场则为小贷公司提供互相交流
平台。小贷公司可以把质量好但无法给予贷款的项目推荐到
交易中心，推荐的小贷公司进行 100%的担保，同时由几家有
实力的小贷公司联合注册一个公司，为所有的项目进行第二
次担保。而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一中心提供资金。

目前，包括九鼎投资、金石投资、百优资本等 8家外来金
融机构已与该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此外，鄂尔多斯商会中
42家成员企业于今年 5 月共同出资设立了内蒙古鄂尔多斯
商汇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注册资本 5亿元。

在加速引入大型金融机构的同时，当地正在筹建 30家小
额贷款公司，并推进 9家农信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

PE与高利贷
产下怪胎

本报记者 王静宇

当地首只 PE基金鑫泽股权投资基
金设在鑫海集团下面，拟投资项目为鑫

海旗下养老地产颐和城项目。对于实业

集团自设私募募资，承诺固定回报，且投

资自有项目的行为方式，一位 PE界律
师直言：“本质上还是高利贷。”

鄂尔多斯式金融创新———鄂尔多斯转型再调查———

如果说“钱荒”是困扰装备制造
基地已投产企业发展的掣肘，那么
“用工荒”使其再添瓶颈。

“其实，‘用工荒’是公司面临的
第一问题。鄂尔多斯本地人没有来上
班的，由于位置偏僻、无购物场所、无
公交车，很难留住人，人员走了几拨，
其实我们的待遇不是很差。 ”高明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公司正式投产是在 2010 年，至
今的网络宽带、电视闭路等都没有；
电话才开通半年，无线微波上网、电
视闭路等都是我们自己搞的，园区都
没有。

硬件问题可以自己解决，高明强
调，“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是最根本
的。 ”
“人才短缺严重，我们从十堰、呼

市、包头等地招过人才，但还是缺熟
练技术工人。”中兴特车人力资源经

理李海霞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如何解决？公司正在积极应对，也
从技校毕业生中招聘培训。不过，压
力还是挺大的。 ”
“高级人才相对而言还好招一

些，最困难的是那些熟练技工，本地
很难解决。 ”李海霞坦言，“我们也想
了很多办法，缺口还很大。 ”

据鄂尔多斯市人力资源市场监
测数据，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工等专业人才短缺严重。前三
季度，全市专业技术人员需求人数为
7563 人，求职人数为 7122 人次，有
441个岗位虚位以待；生产运输设备
操作工需求人数为 11154人，求职人
数仅 8463人次，有 2691个岗位虚位
以待。
“掌握新技术、具有实践操作能

力的专业技能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
约我市提升企业竞争力、调整产业结

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瓶颈之一”。
2011 年鄂尔多斯市前三季度劳动力
市场职业《供求分析》指出，“技能人
才的短缺表现为人才绝对数量的不
足，也表现为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
盾，即人才供给与企业实际需求不对
接”。

2010 年，东胜区出台了《东胜区
人才引进实施方案》，计划每年从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内外大中型企
业引进 1 万到 2 万名符合地区经济
社会需要的高层次、高学历、高技能
人才。
“新投资的企业还缺钱说明企业

原来的规划不当，而缺人却暴露了鄂
尔多斯真正的问题所在，表明其发展
不足，与近年来打造的高端整体形象
存在距离。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军表示，
“(鄂尔多斯 )缺钱是暂时的，但缺人时

间很长，要持续很久。 ”
在于光军看来，“不解决缺人的

问题，(鄂尔多斯 ) 实现不了很多的目
标，也会严重影响产业升级转型，因
为很多东西不是钱能买来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
所副所长张承惠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说：“产业转型是由市
场来决定的事情，它需要很多的条
件。资金、技术、人才等都是市场化的
东西，如果这些因素缺了，政府就得
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的话，政府就
得分析根源在哪里？如果努力还是解
决不了，就说明地方发展工业的基础
条件不稳固或是不完全具备。”

企业得考虑投资的自身风险，
政府也有招商引资的风险。张承惠
强调，鄂尔多斯“转型企业的缺钱缺
人问题最终还得由政府来协调解
决”。

行走在空旷和寂静的装备制造
产业园区，记者注意到，在当地政府
宣传的基地 10 家汽车制造业中，只
有精功恒信重卡项目和中兴特种车
辆制造项目投产，在建 4家，另外 4
家仍处于前期准备阶段。
“工厂建了两年，规模特别大，一

次性就投入了七八亿元，在全国来说
也不多见。10 月份试生产，已有了
150台的订货合同，但是时间短，生产
不出来，只答应了一部分。”中兴特种
车辆公司 (下称中兴特车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肖斌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说，“目前只出了 3台自卸车，资金紧
张，今年开始至现在一直都很紧张。”

肖斌介绍，一期厂房设备 6万平
方米作为改装生产线，二期工程设备
已谈好等待安装，三期工程也等待开
工。“人也不够，主要缺熟练技术工，

不好招，再加上资金不行，很多事情
都耽搁了。”

生产重卡的精恒汽车公司也有
一本难念的“经”，该公司由当地的一
家企业控股 65%，恒信集团占股
35%。
“我们是 2008 年来的，投产刚开

始，目前是组装，主要是资金问题，面
临的问题是国家对汽车行业贷款困
难。 ”办公室主任高明坦言，“尽管资
金很困难，但是公司没有考虑民间借
贷，因为其数量小，利息也付不起。”

对上述两家企业面临的钱荒，当
地业内人士王先生则有不同的看法。
“精恒汽车投产近两年来，一共

就生产了 600多台汽车，只卖了 100
多台，还要拉到镇江再倒回来，成本
很高。”王先生表示，“他们更大的难
处在于没有资质，人员流失快。”

他认为，中兴特车尽管有了资
质，但生产的都是围绕当地煤炭资源
需求的车辆，“谈不上科技含量或核
心技术，都是改装、组装。在竞争激烈
的市场格局下，他们能走多远还不好
说。”

其他企业是否也面临钱荒的问
题？《中国企业报》记者统计，在 15家
能源装备制造业中，5家已投产，4家
在建，6家处于前期准备阶段。
“我们的销售不成问题，走的是

订单。”宝风新能源设备公司赵文全
经理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但是
目前资金很困难，政府说是帮忙，还
没见效果。不会考虑小额信贷或民
间借贷”。

在 6 家电子产品制造业中，2 家
已投产，3家在建，1 家处于前期准备
阶段。不过，在政府宣传中的 2 家在

建飞机制造业现场，《中国企业报》记
者看到，规划用地尚处于平整期。

在 12 家其他制造业项目中，只
有 4家投产，7 家在建，1家处于前期
准备阶段。记者查询获知，4家已投产
的企业均为当地企业投资，且各有苦
衷。
“厂房也是刚建起来，目前是试

生产阶段，销售不好，市场没打开。 ”
金盟钢结构制造公司销售负责人牛
经理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资金
不行，很缺。这个问题很头疼。”

装备制造基地目前已入驻 45家
企业，规模不等。正常生产的企业有
13 家；在当地政府宣传的该基地 10
家汽车制造企业中，只有精功恒信重
卡项目和中兴特种车辆制造项目已
经投产，在建 4 家，另外 4 家仍处于
前期准备阶段。

在通往鄂尔多斯市政府所在
地———康巴什新区的快速通道上，记
者看到，写着“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基
地”字样的标牌高耸入云。

装备制造业基地是鄂尔多斯市推
进“结构转型、创新强市”战略、培育和
发展非资源型产业而打造的新兴产业
基地，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实
施“双百亿工程”重点培育的园区。

重点发展汽车制造、能源装备制造、
飞机制造、电子产品制造及其他设备制
造等产业，集中打造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该园区位于东胜城区与康巴什

新区之间，总面积 100平方公里，规
划面积 75平方公里，建成面积 40 平
方公里。
“目前已入驻 45家企业，规模不

等。正常生产的企业有 13家，到年底
产值可达 30亿元。 ”管委会企业联
络人王磊对记者说，“未来 3 到 5 年
内应该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该园区提供给本报的资料显示，
截至 2011年 8月底，该基地已引进项
目 45个，协议总投资 3200多亿元。按
投资规模划分，投资 40亿元以上的
项目 27个，10亿至 40 亿元的项目 2

个，1亿至 10亿元的项目 10个；能源
装备制造业项目 15个，电子产品制
造业项目 6 个，飞机制造业项目 2
个，其他制造业项目 12个。

据了解，鄂尔多斯市已形成康巴
什—东胜—阿镇装备制造基地带，上
述基地只是该基地带上的一部分。此
外，东胜区云计算产业园、慧谷工业
设计园、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一批非
煤产业基地也逐渐形成。

鄂尔多斯官方提供的资料显示，
截至目前，鄂尔多斯市在产业转型中
承接产业转移共签约引进项目 70

项，协议总投资额 5446.49亿元。其
中，有色冶金及建材行业 26项，装备
制造业 22项，高新技术产业 14项，其
它非资源领域 8项。非资源项目投资
占引进项目的 57%左右。

鄂尔多斯搞装备制造基地，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的人士中不
乏反对的声音。一位要求匿名的煤炭
企业高管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鄂尔多斯不具备优势，包头也在搞
装备制造基地，人家是有几十年工业
制造基础的，鄂尔多斯能把煤化工搞
好就不错了。 ”

截至 2011年 8月底，鄂尔多斯装备制造基地已引进项目 45个，协议总投资
3200多亿元。按投资规模划分，投资 40亿元以上的项目 27个，10亿至 40亿元
的项目 2个，1亿至 10亿元的项目 10个；能源装备制造业项目 15个，电子产品
制造业项目 6个，飞机制造业项目 2个，其他制造业项目 12个。

企业开始入驻产业园区

入驻容易开工难。装备制造基地目前已入驻 45家企业，规模不等。正常生产的
企业有 13家；在当地政府宣传的该基地 10家汽车制造企业中，只有精功恒信
重卡项目和中兴特种车辆制造项目已经投产，在建 4家，另外 4家仍处于前期
准备阶段。

入驻企业开工率低

据鄂尔多斯市人力资源市场监测数据，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等
专业人才短缺严重。前三季度，全市专业技术人员需求人数为 7563人，求职人
数为 7122 人次，有 441 个岗位虚位以待；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需求人数为
11154人，求职人数仅 8463人次，有 2691个岗位虚位以待。

“用工荒”矛盾凸显

投入巨资兴建的鄂尔多斯低碳谷写字楼主体工程陷入停工状
态，除个别留守人员外，工地空空荡荡。 本报记者 任正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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