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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报道

东南电化：老国企的新涅

高建生 吕晓艺 于力强

【走进福建国企】

“这里是二化？”83岁的老陈拄着

拐杖，四处张望，眼神里满是陌生的

迷茫。 在他前方，“二化”公交站牌醒

目地耸立着。 站在原二化厂大门口，

老人环顾周围，却不见任何有关“福

州第二化工厂”的踪影。

二化，这座让福州人骄傲自豪的

工厂到哪去了？“现在搬迁项目建设

差不多完成了，您要看，我陪您去趟

福清江阴。 ”一旁，老陈的儿子向老爷

子安慰道。 老陈是二化的第一批技术

人员，退休后被儿子接去国外安度晚

年，听说二化整体搬迁，无论如何也

要儿子陪他回来一趟。

“那儿，以前有个烟囱，是福州城

区的制高点，也都没了。 ”老陈指向前

方的一排高楼感叹道，“福州，变化真

大啊！ ”

2013年 12 月 31 日晚，福清江阴

工业集中区石化专区东南电化公司，

福建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林立、副总

经理朱玉武、东南电化总经理马洪与

公司班子成员聚集在 TDI 中控室，神

情充满期待。

21 点 40分， 光化装置生产出合

格产品 TDI———它标志着东南电化搬

迁项目最关键、最核心的装置全流程

打通，也标志着 TDI 装置投料试车成

功！ 一瞬间，中控室爆发出激动的掌

声与欢呼声！

心怀梦想，才能脚踏实地。 为这

一刻的到来，东南电化走过了漫长而

艰辛的变革之路。 正是有东南电化人

的求实创新和不懈奋斗，才有这家历

经 55 年风雨岁月的老牌国企凤凰涅

槃的圆梦时刻。

这天早晨， 老徐又拿着 DV 机去

找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了，让他们

在镜头前述说自己与东南电化的故

事。 作为东南电化的退休职工，他近

年来一直坚持以 DV 的形式记录企业

的历史，并四处搜集相关的影像与图

书资料，准备筹办一座“二化历史博

物馆”。

东南电化是中国重点氯碱骨干企

业、福建省基础化工原料基地，国家大

型一档企业，主要生产经营聚氯乙烯、

烧碱、TDI、盐酸、液氯、漂白粉、工业气

体、医用氧等 20多种石化产品。 公司

享有进出口权， 可经营与生产有关的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部

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产品所用

的“双莲”牌商标系福建省驰名商标，

并已通过 ISO9001 和产品质量双认

证。

它的前身， 是福建省福州第二化

工厂，位于福州市连江路北段。对于东

南电化的历史， 老徐如数家珍：“1958

年 9月 1日，工厂正式破土动建，那时

这里一整片都被农田包围。”老徐翻着

老照片向记者介绍， 掰着手指一一数

道：1959 年 4 月 12 日，福建省第一批

工业盐酸问世；6 月 24 日， 生产出福

建省第一瓶商品液氯；10 月 17 日，生

产出第一批氧气；10 月 21 日，生产出

第一批质量合格的漂白粉；11 月 7

日，建成年产烧碱 7500吨规模的第一

期工程……

一座现代化的化工企业———福

州第二化工厂，从此矗立在榕城的东

郊，并不断填补着福建化学工业的空

白。

筹建工厂初期， 福州二化技术力

量不足，条件很差。全厂只有一名工程

师，两名老工人。 新进厂的工人，平均

年龄不到 20 岁。 当时大家称他们是

“娃娃办厂”。

工厂建成投产的初期， 由于技术

力量薄弱、缺乏经验，企业面临许多困

难。 跑冒滴漏严重，事故频发，氯气弥

漫，连年亏损。在各种压力面前，“二化

人”通过不断努力，不仅攻克了技术难

关，还甩掉了亏损的帽子。仅用了 4年

多，企业就实现了扭亏为盈。 1966年，

年盈利上升到 900多万元。

从此， 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二

化，牢牢占据了福州企业的头把交椅。

50多年来，福州二化创造了福建化工

史上多项第一，生产经营的 20多种石

化产品覆盖建材、医疗、电子等多个下

游行业， 在福建工业产业链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个决策让福州人民又悲又喜。

数十年来，福州市消毒自来水用

的氯气由二化供应；各大医院的医用

氧气也由二化供应。 这座城市倚靠着

这座工厂发展，而这座工厂也见证了

这座城市 50 多年的发展变化。 在走

访中我们发现，许多福州人始终坚持

将“东南电化”称呼为“二化”。 他们也

许从没去过二化，但二化每天都在影

响着大家的生活，并由此产生了一种

特别的温馨。

已经 80 多岁高龄的王老深有体

会。 他称自己的养生秘籍就是每天上

午在家吸氧半小时，这一坚持就是十

来年。“二化氮氧站是市区唯一的医

用氧气供氧站，那里的医用氧气又纯

又便宜，很多时候都得排队拿氧。” 二

化停产，氮氧站也跟着关了门，王老

感慨道，“二化走了，我这老头子的生

活习惯也被带走了！ ”

随着二化异地搬迁的启动，当地

居民不得不渐渐接受多年养成的习

惯被逐一改变。 2006年，福州二化集

团职工医院移交给福建省第二人民

医院，并更名为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二化分院，二化技校移交给福建国防

技校。 而曾经的二化派出所，如今也

变成该区域的保安机构。

“对我们来说， 二化就是一代人

的青春，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 ”

面对满屋的各种资料， 回忆二化，老

徐感慨丛生。

与老一辈不同，年轻人对二化的

感情略为复杂。 2002年进入工厂的小

郑对二化的新名字———东南电化印

象更深，比起前辈，他则感受到更多

的非议。“最近 10 年，一旦生产不正

常，稍有氯气泄漏，便会遭到周边居

民投诉。 ”小郑说，就像建二化是福州

发展的必然一样，随着福州城市化进

程，二化搬迁亦成为必然。

如今在东南电化江阴新区，小郑

对新鲜的生活极为满意：“工资涨了，

住宿条件改善了，公司的文化娱乐活

动也非常丰富。 ”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

“二化”的认识，渐渐地只局限在了那

个公交站。

“从二化开始，再从二化结束。 ”

老徐有些动容，“二化搬迁，标志着福

州城区工业的完全退出。 从此，福州

城再没有真正意义的国有企业了。 ”

国企搬迁， 注定充满了痛苦与

纠结。

自 2004 年以来， 西部吹响了大

开发的号角。 坐拥资源丰富、原料及

煤电价格便宜的优势， 各地项目一

哄而上， 迅速给整个行业带来翻天

覆地的变化。 受到强烈冲击的东南

电化，自 2008 年开始亏损，之后每

况愈下，到了 2010 年不得不全线停

产。

“不是政府要让我们搬，我们自

己不搬也不行了！ ”东南电化领导人

分析道，“东南电化要改变局面、做

强做优，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尤

其要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 促进企

业发展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转变。 ”

不搬迁、不调整、不转型，就只

能是死路一条。 然而，搬去哪、何时

搬、怎么搬、能力够不够搬？ 一连串

的问题交织杂糅， 困扰着福建石化

集团和东南电化的领导层。 尤其是

产业结构的调整， 事关未来市场竞

争的制高点， 一旦选择错误便是全

盘皆输，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

这是一个不能出现任何错误的

尝试！ 涅槃重生，关键在此一举。 但

要寻找到最合适的项目谈何容易？

国企改革会议召开数百次， 项目小

组召开的大小会议无数、 加班加点

是工作常态 ，寻找 、考察 、放弃 、寻

找、考察、放弃……这其中的艰辛付

出和巨大压力， 是局外人无法想象

和体会的。 进，进不得；退，也退不

得。 东南电化似乎走到了绝境，在苦

苦迷茫中执着地前进。

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福建省市

1984年 3月，在福州二化招待所

里， 来自福建国有骨干企业的 55 名

厂长、经理，在一封题为《请给我们

“松绑”》的呼吁信上，郑重地写下自

己的名字。 就是这封“松绑”信，喊出

了国企改革的第一声，正式掀开中国

国企改革的新篇章。

时任福州二化厂长的汪建华，回

顾这件载入国企改革史册的事件时

仍感慨万千。 据汪建华回忆，当时在

二化招待所召开的会议叫“福建厂长

（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议程

本来是成立首届福建企业厂长经理

研究会并请与会者交流经验。 没想

到，在与会者的抱怨声中会议偏离了

主题，成了一场“声讨束缚”的“诉苦

大会”。 主持会议的汪建华，建议大家

把意见集中起来，形成《请给我们“松

绑”》的呼吁信，发出了“松绑放权”的

呐喊声。 由此，从福州二化的这次会

议开始， 一场国企改革之风席卷全

国。

通过扩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

任制等措施，国有企业实现了所有权

与经营权的初步分离。 然而，走向市

场的国企又暴露出很多新问题———

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冗员严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

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

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产权清

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

现代企业制度。

福州二化又一次走在了历史的

前沿。 1995 年，作为“全国百家现代

企业制度试点单位” 进行公司制改

革， 更名为“福州二化集团有限公

司”。 1998 年 12 月，经福建省人民政

府批准， 由福建石化集团公司作为

主要发起人， 以福州二化集团有限

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进行重组，正

式注册成立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

限公司。

“九五”期间，东南电化公司响应

省委、省政府建设石化支柱产业的战

略部署，制定出实施战略转移长远发

展规划。 1996年在泉州泉港区投资兴

建福建湄洲湾氯碱工业有限公司，对

接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形成新的生

产基地。

然而，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快，在福州中心城区内，一边是城市

功能规划持续优化调整， 传统工业

企业再非城区“宠儿”；一边是传统

工业企业囿于空间所限， 自身改造

提升捉襟见肘。 步入新时代的东南

电化， 面临着建厂以来最严峻的考

验。

是固步自封、亦步亦趋地继续调

整前进，还是杀出一条“血路”，主动

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 东南电化做出

了更具胆识的选择。

经过一番调研，答案不可避免地

指向了———异地搬迁。“生机，是需要

自己创造的。 不管是城市还是传统工

业企业，求的都是空间。 城区需要空

间拓展完善功能，企业需要空间优化

布局、改造提升。 ”林立说。

填补福建化学空白

国企改革的先锋

一座工厂见证一座城

调整、转型、升级

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 从建立开始，

东南电化一直挺立潮头，从未停止过探索和实践。 而

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异地搬迁项目，更是犹如一部波澜

壮阔的交响乐，高亢嘹亮，激昂雄浑。

三年不到的时间， 一座占地面积 1826.16 亩的厂

区拔地而起，并顺利完成了企业交接、职工安置等焦

灼问题。 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高效妥

善，更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样本。

新中国国企自诞生以来的每一步大动作， 东南电

化都能勇猛无畏地担当起“弄潮儿”的重任，以其丰富

多彩、 精彩纷呈的改革经历成就中国国企的活标本。

它之所以还能骄傲地“存活”，也是因为这“改革”二

字。 福建国资委自成立以来，不断深化国企改革，完善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积极主动为企业服务，推动东南

电化做强做优；福建石化集团高瞻远瞩，在领导团队

的开拓创新、鼎力支持下，为东南电化的改革发展开

辟新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为深化国企改革提出新

的要求和方向。 梳理东南电化的发展过程，我们领悟

到：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国有企

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从

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

新的阶段。

哪里有改革创新， 哪里就有繁荣发展的局面。 管

理体制的改变、经营方式的转变，让东南电化每每在

历史的关口都能坚持到凤凰涅槃的一刻。 但这并不意

味着从此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相反，如今的国有

企业面临着更复杂、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国企改

革一步步进入深水区，要想继续破浪前行，必须充分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继续推进内部机

制改革。

庆幸的是， 在回首东南电化的改革历程， 到现场

去体验和接触搬迁后的企业状态，与企业负责人和一

线员工面对面交谈之后，我们能感受到，东南电化收

获的不仅是改革成功的喜悦， 更有对未来发展的信

心。 这份信心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显得弥

足珍贵。

同样珍贵的，还有福州市民对“二化”那真挚而充

沛的感情。 在走访市民的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一

家国企对于当地居民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而

已。 前进中的国企该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将成为衡量

企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海西时评

国企改革新样本

政府的决策下，新厂址最终锁定在福清江阴工业集中区。另一

方面，化工新材料产品 TDI 适时地出现，更是让东南电化眼前

一亮。

“它有二化的基因，又是全新的东西！ ”东南电化上下欣

喜不已，“它是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准入门槛较高，

属于绿色循环经济，而且跟二化先前的技术相关联。 ”科技含

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

得到充分发挥———项目一确定，2010 年， 东南电化立即开始

实施异地搬迁， 在江阴工业集中区石化专区建设 12 万吨/年

烧碱—10 万吨/年 TDI—10 万吨/年 PVC 联产装置。 项目用地

1826.16 亩，其中，一期总投资 34.37 亿元，建成达产后预计可

实现销售收入 40 亿元，利税约 10 亿元。

在生存与毁灭的抉择中重生，东南电化的魄力令人惊叹。

“从现在行业形势来看，我们当时做的结构调整是正确的！ ”东

南电化党委书记郑书榕透露， 曾经有几个项目几经谈判差点

就上马了，最终还是因一些条件未能全盘满足需求而被放弃。

“还好没有选择错误。 如果当时上了那些项目，那一定是死路

一条，绝对不会有东南电化的今天。 ”

这远远没到高兴的时候。“湄洲湾公司是二次创业，异地

搬迁则是再次创业。 ”郑书榕说。 再次创业，难度可想而知。 整

体搬迁项目总投资高达 30 亿元， 首期就需要 10 亿元的资金

投入,亏损多年的东南电化根本无力承担！ 刚要起步就面临庞

大的资金缺口，东南电化再一次陷入到苦恼中。

绝境时刻，福建石化集团果敢地打破传统思维，推出“土

地置换”模式，一下子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集团将福州厂区

地块交由福州市收储， 转变为经营性用地， 拍卖收入扣除规

费、交地费用后的净收益全额返还给福建石化集团，作为东南

电化搬迁和新厂建设费用。

2010 年 7 月 23 日，福州市发布公告，采用预申请方式出

让原东南电化公司(福州二化)地块。该地块共计 319.6 亩，起始

价 31.96 亿元。 同年 9 月，以 33.4 亿元拍出。

此外，在停产期间，为保证资金不中断，东南电化以工贸

结合的形式做第三方贸易， 将资金盘活起来， 使企业运转良

好。

招招走法新奇而大胆。“很钦佩我们集团林立董事长，他

勇于决策、敢于创新，土地置换的模式更为后来许多国企的改

革带来了直接启迪。 ”郑书榕感慨道，“他带着石化集团顶住了

各级压力，硬是为东南电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来。 ”

（下转第三十一版）

石化集团董事长林立（左）、副总经理朱玉武到烧碱电解槽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