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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化工区以80万吨乙烯项目为
龙头，大力支持建成超两百亿元乙烯
企业，构筑石油化工产业、化工物流产
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农
业的五大产业集群，把化工区建设成
为武汉市新的经济增长极，成为武汉
市石化产业千亿元板块的重要支柱。

但让人担忧的是，武汉一直是污
染比较严重的城市之一，化工新城处
于长江中游，一旦突发事故，很可能污
染下游水质。因此，这个近50年来武汉
市投资最大的项目受到了历史上最严
格的环保监督。

活在阴影中

夏日的午后，空旷的江边很难看
到一只渔船。偶有几个人在沙滩上聚
集着聊天、打牌。李君君（化名）到江边
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看看江。如果是
多年以前，李君君会下江游泳，但是随
着漂浮物越来越多，李君君仅仅会用
水桶打点水出来，经沉淀后用毛巾打
湿擦一下身子。

今年42岁的李君君在武汉化工区
八吉府街道办事处新集村长大，“小的
时候，夏天的傍晚经常去江边玩耍，江
边有沙滩，可以吹着江风，大人们游
泳，后来修了武钢外贸码头和一些工
厂，到江边的路不好走，也很脏，所以
就渐渐不去了”。

20年来，李君君眼看着这里的江
水越来越脏，空气污染越来越重，去江
里打鱼越来越难。早在2010年11月，在
相隔20公里的汉阳桥头，一市民打鱼，
尽然捞起了一辆自行车。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2011年武汉市11条主要河流（港）水
质，通顺河属于轻污染吁类标准，重度
污染的劣吁类的有府河武汉段、马影
河。吁类湖泊或水库有12个，劣吁类
湖泊（水库）有25个，东湖的水果湖、汤
菱湖、郭郑湖和鹰窝湖水质类别均为
郁类。与2010年相比，沉湖、斧头湖、紫
阳湖、江汉北湖等共14个湖泊水质下
降。

作为老工业城市，驱寒青山北湖、
严东湖、杨春湖共8个湖泊水质好转，
但是2011年，二氧化氮的排放量达到
0.057 毫克/立方米，位居全国排名第
三位，因此，整体来说，武汉的环境压
力越来越大。

青山区因企而建、因企而兴。新中
国成立后，国家“一五”期间的一批重
点项目落户。武汉市青山区，汇聚了武
汉一冶、武钢、武石化等10多家国有大
型企业，城区面积48.87平方公里，其
中，工业用地27.5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的56.3%。经济总量占武汉市的1/3，统
计显示，连续5年，青山区规模以上中
小工业企业销售、利税增幅均居武汉
市中心城区之首。财政收入的93%来
自重化工业，85%来自钢铁及其上下
游产业，第二产业一枝独大。

但也给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

污染排放物一度占武汉的70豫。《中国
企业报》记者现场看到，众多企业让这
里烟气弥漫、烟尘飞扬。庄稼地里的蔬
菜，也布满厚厚的一层灰土。
“高中的时候上化学课，化学老

师告诉我们，每天闻着刺鼻的味道，
天空飘着橘色或灰色的烟尘，这都是
化学废气，你们毕业后离开这个地
方，否则寿命都会比其他地方的人少
十年”。李君君如今在武汉市区开餐
厅，算是离开了青山，很多的亲戚因
为污染问题，搬迁到市区或者其他地
方，但是青山的环境状态一直让他不
放心，在2009年前后，宋家湾村先后
有三个肺癌患者死亡，“她们都是村
里出了名的勤快人。风风火火，整天
都在地里干活，尤其那个年轻的，力
气很大，是家里的主要劳力，种菜卖
菜带孩子，没生病的时候身体非常强
壮，说话的声音很响亮，听说她得这
种病都很吃惊”。李君君回忆说。
根据《中国企业报》记者的调查，

在武汉化工区多个小区和乡村，至少
有10个人以上患有肺病或其他不同程
度呼吸性疾病。如今，这里重新规划成
化工区，所以也正面临着更为严重的
危机：周边化工厂布局密集。而化工对
环境的威胁，不言自明。

兴建化工园区

其实，围绕几家大企业的产业链
条也逐渐形成。比如青山热电厂将发
电余热供给武石化作生产能源，每年
减排580吨二氧化硫；武钢与武石化达
成余氮利用协议，武汉市冶金建设院
与青山热电厂达成合作，利用脱硫石

膏生产轻质墙体材料，目前，青山区企
业间已经初步形成了多条产业链条。

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北省自2003
年开始规划启动大乙烯项目。

武汉化工区位于武汉市主城区东
北部，东、北向紧邻长江，南接东湖高
新区左岭镇和花山街、西至青山区白
玉山街和武钢工业港，总面积达76.64
平方公里。其中项目的核心区武汉80
万吨乙烯项目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占64%股份）与韩国SK公司（占34%股
份）合资投资建设。核心区用地面积约
4400余亩。建设内容：包括80万吨/年蒸
汽裂解制乙烯等9套主要生产装置及
配套的热电厂、水厂、污水处理厂、码
头、厂内铁路、储槽等基础设施。

按照这一规划，未来5至10年，围
绕80万吨乙烯工程提供的产品及周边
资源，武汉化工区将重点打造七条乙
烯下游产业链，总投资将超过700亿
元。

随后，洪山区将建设乡及所属14
个行政村、1个社区、1个林场、1个渔场
整体移交武汉化工区托管，涉及托管
区域面积54.45平方公里，人口2.8万
人。

据报道，正当项目的前期工作进
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松花江发生污染
事故，国家随后严格监管石化和化工
类项目，对各大水域的石化和化工项
目进行排查，停批和缓批上报项目44
个，涉及总投资1494亿元。国家环保总
局还出台规定，土地利用和流域、海
域、区域三类发展规划、十类专项规
划，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环评过
关，规划才能获批。据介绍，年产80万
吨乙烯项目所在的武汉化工新城处于

长江中游，一旦突发事故，很可能污染
下游水质。因此，这个近50年来武汉市
投资最大的项目受到了历史上最严格
的环保监督。

公开资料显示，乙烯是石油和化
工行业的龙头产品，乙烯技术水平被
看做是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和化工发展
水平的重要标志，乙烯产业链相当长，
能够延伸发展上百个品种。80万吨乙
烯的产量，将直接带来200多亿元的销
售额。根据测算，乙烯对下游产业的带
动6倍的下游产业产值，即1200多亿元
的产值，给1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最终
形成总产值的石化、化工物流和装备
制造三大产业集群。

武石化总经理崔光磊介绍：“该项
目今年年底完工，2013年年初投料试
运行的目标可以实现。”项目部经理周
跃明介绍，目前工程建设的56个主项
已有55个开工，核心厂区内桩基工程、
地管工程已基本结束。

8月15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
位于阳逻长江大桥北侧沿，80万吨乙
烯建设厂区，只见一座座“塔”高高矗
立在工地上，乙烯塔、丙烯塔、分离塔、
萃取塔……四周一派繁忙景象：一件
件大型化工工艺装置拔地而起，直插
云霄；装置焊接区火花飞溅；乙烯直径
最大的急冷油塔吊装就位；乙烯最重
塔长102米、重达1150吨的丙烯塔已抵
达现场。
作为乙烯项目的配套工程，武汉

石化油品质量升级炼油改造项目也
在同步施工。改造完成后，武石化原
油加工能力将由 500 万吨/年提高到
800万吨/年。计划今年年底开始投料
运行。 （下转第十二版）

先是忙着应诉美国“双反”调查，接下来则是要等着欧盟
反倾销的宣判，中国光伏企业的这个“冬天”似乎冷得有些不
同寻常。

中国商务部的频频援手，继针对美韩多晶硅的反倾销调
查正式立案之后，又受理了国内江苏中能硅业、江西赛维 LDK
光伏硅科技、洛阳中硅高科技以及重庆大全新能源 4家大型
多晶硅企业提交的要求对欧盟多晶硅实行“双反”调查的申
请，则被业界解读中国已经开始采取反制措施。

或许将会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但业内人士分析
指出，无论哪方实施“双反”，都只会是双输的局面，而且对多
晶硅企业和下游组件电池片企业而言都不会有赢的喜悦。

煎熬中的硅料企业

“无论是多晶硅还是单晶硅，现在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国内一家多晶硅企业高管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从去年 11月份开始，工厂繁忙的景象一下子消失了。“开
工就意味着亏损。”上述高管直言。

中国有色金属协会数据显示，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
多晶硅产业出现严重的库存积压，已投产的 43家多晶硅企业
仅剩 8家企业尚在开工生产，其余企业已经停产，停产率已高
达 80%；仍开工企业中，多数因亏损运行，正逐步减少产量。

这与 2008年以来多晶硅产量连年攀升呈现截然相反的
态势。

事实上，也就是从 2008年开始，中国的多晶硅企业不同
程度地受到来自海外多晶硅企业的打压，“只是目前全球面临
经济危机，我们遭受的冲击比较大。”上述高管表示，“我们希
望国家能够对美、韩以及欧洲等国家采取措施。”

据了解，目前国外供应商的总成本在 20美元辕公斤左右，
国内多晶硅企业的现金成本在 30美元辕公斤。多晶硅是资金
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一般而言，毛利必须在 30%以上才能盈
利，否则就可能存在倾销。而目前进口价格都在 25美元辕公
斤。

从国内多晶硅料厂的角度，抵制国外多晶硅料低价进口、
倾销，毫无疑问将非常有利于国内多晶硅料厂的生存。从国内
多晶硅料厂的实际情况来看，除去 2至 3家有实力的多晶硅
料厂之外，大部分的硅料厂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起步晚、规
模小、高耗能，从而造成生产成本高的结果。或者由于硅料厂
前期投入大，财务和管理成本高企，在和国外多晶硅料厂竞争
时，不可避免的处于劣势。

现供职于晶澳的 IMS Research 前资深分析师王润川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先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没有人希望发生双反事件，因为这是一件双输事件，无论是
谁对谁实行双反。”

而中国“反制”或将激化矛盾。商务部日前受理的对欧盟
多晶硅实行“双反”调查申请，决定是否立案预计还需要一个
月左右时间。在王润川看来，从初衷看，是政府打出的一张牌，
希望欧盟委员会能做出一些软化，但欧盟委员会有可能“不吃
这一套，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

光伏市场致命伤害

如果双反成立，多米诺骨牌就将一一推翻，光伏产业链上
的所有产业都将受到重创。
“假使中国没有从美国、韩国以及欧盟这些国家进口硅

料，国内硅料企业表示涨价的话，组件价格将随之上涨，市场
也将随之变小，那么其很多客户可能就会死掉。”王润川如是
说。

而这种现象在国际市场上也将随之显现。有着相同看法
另一位光伏人士表示，目前，光伏市场的价格趋于“平价上
网”，假如对多晶硅料“双反”成功，必然会引起多晶硅料的价
格上涨，预计涨幅超过 30%，对下游的电池、组件厂商来说将
是灭顶之灾。

根据主流机构预测，目前，欧洲硅片的市场占有率仍在
50%以上，如果欧洲市场大门对中国紧闭，那么中国光伏产品
的市场也将缩小一半。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新能源商会日前发表声明，坚决
反对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立案，呼吁欧方尽快来华磋商，
对话解决贸易争端。这是继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发表联
合声明后，又一全国性民营行业组织就反倾销一事发出声音。

和绝大多数中国的光伏企业一样，辉伦的大部分市场在
欧洲，辉伦太阳能董事长蔡济波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倘若
欧洲“双反”通过，对于欧洲来说，“双反”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五
个方面：一是欧洲终端使用者将无法享受到高性价比的光伏
产品；二是整个欧洲的“平价上网”的时间也会因此大大推迟；
三是欧洲以光伏从业者的国际形象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四是
欧洲“双反”本质上就是“保护落后和固步自封”，“双反”的成
立，将严重影响“欧洲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提升进
程；最后，“双反”还破坏了中欧业已建立的双边互信和健康的
贸易合作机制，更有可能引发原本可以避免的贸易战。
“相对于美国双反，欧洲双反程序有一点对中国似有帮

助。在决定是否要征收双反税之前，欧洲委员会会在行业内
展开调查，而且会调查进口商和终端客户，来看是否会损害
社会利益。”王润川告诉记者，有两点不利之处，首先是范
围，可能是从硅片到组件；其次，投票权由 27个欧洲委员会
国家把控。如果决定不收税，那么需要 14个国家投反对票，
哪怕有 13个国家反对，1个国家赞成，13个国家弃权，那么
还是会收税。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光伏专委会主任赵玉文
建议中国光伏企业做好最坏的打算。欧盟光伏装机容量大致
占到了全球的 70%，美国占了接近 10%，这两个市场如果对
中国关闭大门，那么中国光伏企业将遭受致命的打击。

武汉化工区污染隐忧

本报记者 闵云霄

近日，一篇题为《一个地产大佬
的非典型“死亡”》的报道在业内引起
广泛关注，文中提及南方某中型房地
产开发企业斥资几千万元遣散员工。
至此，这家曾经叱咤风云的房地产大
佬轰然倒下，倒在很多业内人士所期
盼的楼市调控“寒冬”即将远去、“春
天”渐行渐近的路上。

就在很多房企兔死狐悲，业内纷
纷猜测这个地产大佬到底是哪家房
企时，8月 23日，广东珠江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投资）发出
官方声明，称房地产业务一直是公司
的主业，没有退出的可能。同时也保
留对“退市”不实报道的追诉权利。这
是广州首家针对“南方房企彻底退出
房地产市场”传闻的澄清。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一份来自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
会与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联合发布
的《2012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500强
测评研究报告》中看到，万科、恒大、
万达、中海、绿地、保利、龙湖、华润、
世茂、富力排在前十，珠江投资并未
进入百强名单。

马太效应：
强者恒强的房地产行业

珠江投资发表的声明指出，从

1992年至今，房地产业务一直是公司
主业，今年珠江投资销售额较去年同
期增长了 20%。同时，未来中国房地
产行业仍有良性的增长空间，公司在
房地产行业有多年的发展基础，没有
退出房地产业务的可能。

关于涉足投资金融行业的传闻，
声明中明确表示，集团一直致力于多
元化，所涉产业包括房地产、教育医
疗、产业园区、电力、煤炭、高速公路、
金融等，且各个行业发展平衡，形成
良好的产业布局，公司将保持这种多
元化战略，稳健前行。而对于网传的
“大规模裁员”，声明澄清，每个企业
都有正常、合理的人才流动，珠江投
资也不例外。

广东省清远市颐杰鸿泰狮子湖
集团公司副总裁董兴宝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
调控的日益严厉，房地产行业的竞
争在加剧，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房
地产行业也像其他行业那样，进入
品牌发展的阶段，一些大的品牌商
的市场占有率将继续提高，而一些
小的开发商可能要转型或消亡，这
是正常的产业发展规律。而能存活
下来的企业，必然是资金实力雄
厚，有自己品牌的企业。

据统计，目前房企拿地热情升温
明显。进入下半年，多家品牌房企在
土地市场上出手，龙头企业“招保万
金”近期也开始变静为动，且力度不

小，4家龙头房企 7月至今共斩获 29
幅地块，而整个上半年四大房企仅获
得 28幅地块。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以“招保万
金”等龙头房企为代表的第一梯队房
地产开发商的市场占有率迅速扩大，
接下来中小房企将遭受到调控政策、
市场规律的双重“夹击”。

业内专家认为，由于国家房地产
调控政策等宏观面的影响，房地产行
业将向已经完成一定积累以及已经
有一定规模的土地积累的有资金实
力的大型房企聚集，强者恒强的“马
太效应”将更加明显。

城头变幻：
房企转向多元细分市场

《一个地产大佬的非典型“死
亡”》发布当天，任志强就表示，这是
聪明人干了聪明事。从中不难看出，
房企转型多元化已经迫在眉睫。

而恰在这之前，8月 16日，SOHO
中国的董事长潘石屹高调宣布从此
要做“包租公”，SOHO中国将结束散
售模式，转向“开发—自持”模式，未
来将持有办公楼和商业物业约 150
万平方米，其中北京约 38万平方米、
上海约 112万平方米，涵盖旗下主要
在建项目。对于此次转型，业界也出
现了 SOHO中国转型是“形势倒逼”
的猜测。加上之前的万达从商业地产

到旅游、再到文化产业的“三级跳”，
这可视为万达集团又一次战略调整，
即试图从跑马圈地的粗放模式，朝着
一家有明确战略意图的多元化公司
转型。万达集团未来的四大业务板块
是商业地产，文化产业、旅游投资和
零售消费已完成战略布局。

另一方面，绿城开始要参与菜篮
子工程，万科在良渚文化村开设的村
民食堂，金地今年开始发起“云服
务”，金都建设“绿色生活幸福家”园
区服务体系，各个楼盘的供应商们，
似乎正在从单纯的卖房子，向卖服
务、卖生活配套迈进。

正如珠江投资在声明中所说，
“集团一直致力于多元化……且各个
行业发展平衡，形成良好的产业布
局，公司将保持这种多元化战略。”

对于珠江投资此次自领业界猜测
事件，有专业人士认为此方式不当，这
可能与房地产企业一直以来粗放式发
展形成的粗放式管理有关。但舆情专
家、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谭云明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应该
是一种品牌传播手段，因此并无不妥之
处。他认为，目前房地产在国家宏观调
控政策下，主动尝试各种转型，这可能
会是房地产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而若
舆情涉及该企业，同时，把此事件放到
房地产企业生存艰难的大背景下看，并
不是负面问题，因此，站出来直面也未
尝不可。 （下转第七版）

地产大佬“被死亡”背后：转型自救成房企共识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双反”或摧毁
全球光伏市场
专家建议中国光伏企业做最坏打算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如果“双反”成立，多米诺骨牌

就将一一推翻，光伏产业链上的所

有产业都将受到重创。欧盟光伏装

机容量大致占到了全球的 70%，美
国占了接近 10%，如果这两个市场
对中国关闭大门，中国光伏企业将

遭受致命的打击。

武汉化工新城处于长江中游，在江边建设该项目可以利用长江巨大的水量来稀释污染物。当

地一位环保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因为这个化工区要长时间工作，没人敢保证几十年不出一

点问题。如果突然发生水灾、地震或者爆炸等，会出现类似松花江污染的事件，整个下游全会遭殃。

湖北某纺织印染厂向长江排放化工污水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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