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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冬季漫长而寒冷。山西

煤炭资源整合让众多煤老板为此丢

了“饭碗”，煤老板退出煤炭行业已是

不争的事实。

“当时以为整合不会牵扯自己，

没想到力度这么大。 ”老黄这样感叹。

其最终结果导致煤炭行业个体经营

者成为超级富豪的梦想就此破碎。

“留在本土搞企业， 这只是众多

‘失业’煤老板的一部分。 ”老黄说，“像

我这样出走山西的人不在少数。 ”

老黄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自

己的一位朋友在北京、 天津买入门脸

房等房产，一次投资就豪掷 2000多万

元，可这在圈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老黄打趣说，这位朋友喝高时很

有意思，某次将数百万元应付款欠条

洒向天空，一阵大风过后，与妹夫对

账时竟然少了 20 多万元。 他表现镇

定，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此次事件

之后，他妹夫的娱乐消费总体见涨。

晋商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郭志

勇告诉记者，山西煤炭整合后，上百

亿元资金流出本省是一大损失，这不

仅仅关乎煤老板自身利益，更重要的

是山西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失去了一

个有力的帮手，混合所有制的大力发

展有助于外流资金的回归。

2014 年，当凛冽的北风渐渐被温

暖的阳光驱赶后， 混合所有制让当年

的煤老板重新燃起了希望。

山西怀仁中能芦子沟煤业有限

公司弋孝认为，目前，秦皇岛存煤已高

于警戒线，达到近 700余万吨，这就意

味着煤炭价格再度下跌一触就发。 而

这种情形在最近几年反复出现， 诸多

煤矿疲于应付深觉草木皆兵， 而有些

国营煤矿却总能化险为夷， 这就是与

电厂联营的国有煤矿。

此类国营煤矿有电厂作为消费

终端， 即使煤炭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也

能独善其身， 老黄中意的就是此类没

有后顾之忧的煤矿。

“如今有关煤炭领域的众多消息

都充斥着悲观和失望， 而那些依旧充

满竞争活力的国有煤矿却鲜见报端。”

老黄觉得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

巨大的商机。

与此同时， 同煤集团电力装机容

量达 743万千瓦，位居山西省第一。在

此基础上， 同煤集团正在全力推进 9

个电力项目的开工建设， 力争年底电

力装机容量上千万千瓦。 到“十二五”

末， 集团公司电力装机规模要达到

1500到 2000万千瓦， 消耗煤炭 7000

万吨至 1亿吨， 建成山西省最大的煤

电联营企业。

上述消息表明， 煤电联营正在显

现其令人充满希望的一面。

国有煤炭集团搞煤电联营，其

核心是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了成本，

企业可以准确预测需求量， 减低库

存，也有利于集中环保。 这些优势正

逐渐受到部分转型山西籍企业家的

关注。

而煤电联营较高收益率也是吸

引投资者的关键，“目前晋北地区煤电

联营的煤价为 340—350 元/吨， 利润

能达到 30元。 ”老黄对记者表示。

“最为关键的是煤炭在中国的主

导地位不会在短时间内受到挤压。”老

黄说道。

就在此时， 中国石化作为中国能

源领域的大哥大频频招手， 示意社会

和民营资本加入油品销售业务板块

并将很快实现混合所有制。

尽管目前经济处于下滑期， 煤炭

前景迷雾重重，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已上升至国家

经济战略， 老黄和几位朋友权衡利弊

决定，只要国有煤矿有意，他们愿再圆

一把“乌金”梦。

2014 年， 当凛

冽的北风渐渐被温

暖的阳光驱赶后，

混合所有制让当年

的煤老板们重新燃

起了希望。 如果国

有煤矿有意放开资

源， 实现市场化合

作，他们愿意参股；

但眼下， 他们只能

静静等待。

“

“只要有这种可能，我愿意融资上

亿元注资国营煤矿。 ”昔日的煤老板

老黄虽已头发花白但依旧语气坚定。

2009 年，山西煤炭行业整合，老

黄的煤矿由于年产仅有 16 万吨而被

政府叫停。 经历纠结后，目前他的身

份是天津一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与

当年在煤炭市场大把赚钱不同，现在

的生意对他来说简直不值一提。

多种迹象表明，混合所有制正在

对和老黄有着相似经历的煤老板产

生影响： 如果国有煤矿有意放开资

源，实现市场化合作，他们愿意参股；

但眼下，煤老板们只能静静等待。

企业家激辩

混合所有制利弊

实习记者 汪晓东

转型不利

山西煤老板欲借混合所有制重出江湖

视角

借道混合所有制重返煤炭江

湖，是坦途还是绝境？ 这的确是一个

问题。

2013 年， 山西省内煤炭订货会

在争执声中闭幕，2 个月内， 煤炭市

场似乎有了些转暖的迹象。 众多当

地民营煤企暗自庆幸这个冬季不太

冷时， 山西最大煤老板邢利斌的粉

墨登场让刚刚喘口气的煤炭市场瞬

间掉入谷底。

2013 年 11 月，山西省柳林县人

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受理

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及其下辖公

司等 12 家企业的重整申请。

至此， 邢利斌这个昔日富豪欠

债 300 亿元的老底被抖出来， 同时

曝光的还有与联盛存在借贷关系的

银行和信托机构。

而在此之前， 支撑当地煤炭资

金链的民间借贷力量也被市场无情

抛弃。

一时间， 各个为民营煤企业放

贷的金融机构迅速组成讨债大军，

不仅紧缩对煤炭行业的贷款， 就连

以前时间略微放松的债务同时受到

催要。

山西的煤炭资金链显得岌岌可

危，有媒体报道，山西的矿产项目已

经列入信托公司风控的黑名单。

屋漏偏逢连夜雨。 有数据显示，

2013 年前 11 个月规模以上企业主

营业务成本同比增长 4.56%， 其中

大型煤炭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同比增

长 21.1% ， 行 业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38.8%，应收账款 3334 亿元，同比增

长 10.44%，环比减少 13.69 亿元，企

业负债率 63.05%，同比上升 2.9%。

“本来市场就不好，再加上无法

从银行手里贷到款， 这日子可怎么

过。 ” 怀仁县一位业内人士如此感

慨。

“各家银行对国有煤矿的贷款

还有回旋余地， 而我们这些民营煤

企就是被市场和娘亲抛弃的孩子。 ”

该人士告诉记者， 这种双重打击谁

能受得了， 当初抱着煤炭红利不放

手，如今煤真是让人倒尽了霉。

然而， 资本的运作向来伴随着

巨大的风险， 没有人够真正做到准

确预测经济走势。

煤炭十年黄金期已经结束，从

2012 年开始，煤炭价格的连续下挫，

导致煤炭企业利润的大幅下滑，一

时间国内煤炭需求日渐减少， 国营

煤矿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

从煤炭业上市公司的情况看，

Wind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8 家煤炭

行业上市公司中， 有 22 家在 2013

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业绩下滑， 占比

接近八成；其中业绩预警类型为“预

减”、“略减”和“首亏”的分别为 17

家、3 家和 2 家， 业绩预增的只有金

瑞矿业一家，实现扭亏的共 5 家。

有数据显示，2013 年前 11 个月

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同比增

长 4.56%， 其中大型煤炭企业主营

业务成本同比增长 21.1%， 行业利

润同比下降 38.8%， 应收账款 3334

亿元， 同比增长 10.44%， 环比减少

13.69 亿元， 企业负债率 63.05%，同

比上升 2.9%。

在上述背景下部分煤老板表

示，注资的确有些不合时宜。

煤老板老黄同样认为， 除去上

述无法规避的不利因素外， 国营煤

矿历史包袱重， 采煤成本居高不下

也是企业利润下降的成因， 如果注

资这类煤矿无异于火中取栗。

刀尖上行走的煤老板

纵深

实习记者 汪晓东

王利博制图

就在舆论对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一片叫好的时

候，有一些担忧的声音发出。日前，在政协经济界别第34组

小组讨论会上，谈及混合所有制，央企大佬们纷纷向经济学

家厉以宁诉苦，混合所有制不好“混”，“混”不好容易出问

题。而此前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央企大佬的担心， 主要是国企资产评估和引入民企对

象方面，容易引起外界“钱权交易”的猜忌；而民企老板们的

猜疑，则主要集中在央企（包括国企）不放开控股权之下的

混合所有制，民企是否会沦为“陪太子读书”的角色。

正方：民企迎来春天

南存辉 郭广昌 王利平 宋丰强 杨建祥

全国政协常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就是受益者，对

于关键领域引入民资，他形容这是“民企的春天”。南存辉认

为，民营企业有创新机制，国有企业有资源、有渠道、有话语

权，两者完全是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也是推广新一

轮混合所有制的支持者。今年两会他提交的提案就包括“以

民企为主导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以混合所有制模

式推动高端医疗服务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 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利平

表示，作为基层企业的代表，最关心的是企业的发展和转型

升级、政府的转型升级和对企业的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已

经到了一个深水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公有制经济和民

营经济有机的结合，这里面包含两大内容，一方面是原有的

民营经济可以国有化。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中引入民营经

济，形成混合所有制。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河南绿色中原现

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认为，引“民”入“国”，一方面可以

撬动更多社会资金，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灵活、市场化的经

营机制，则可以“倒逼”国企经营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当前我们的铁路建设非常需要吸收更多资金。” 在全

国政协工会界小组讨论时， 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杨建祥委

员的言辞中肯，“高铁和铁路绑在一起后，北京到上海、深圳

到广州、上海到南京这些线路营运收入状况非常好。如果按

照规划，还差2万公里需要贯通，但这没有两三万亿元修不

起来，因此对社会资金寄予期望。”

反方：会加剧市场垄断

任志强 王健林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曾在亚布力论坛上称， 混合所

有制定义不清，是个伪命题。“混合的结果，不是国有的侵吞

民有资产，就是民有的侵吞国有资产，一定是这两种结果，

不会有第三种结果。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很直观地表达了他的疑虑： 如果

国有企业说我要保持绝对控制力， 我要60%， 你们来三家、四

家，一人10%跟着我们混，那我们资金弄出去又说了不算，又跟

着混，这个钱投进去可能我们就变成陷阱了，这个机制也没有

什么变化，这个混合所有制我觉得价值也不大。王健林表示：

“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大型民营装备制造业总裁表示，对

于混合所有制既看到机会，但更多的是顾虑。

这位代表所在的民营装备制造业企业， 目前已经有多

只国有基金的参与，公司的股权结构已经改变，形成了混合

所有制。他告诉记者，这种股权结构的好处是，国有基金、投

资公司可以为民营企业带来资金和渠道的帮助， 同时借力

民营企业的高效率和灵活性。

但他最大的忧虑是，在混合所有制的形成过程中，寡头

垄断的市场结构也随之形成。“真正的国有大企业放开以

后，如果仅仅是在其上层放开，能够和它进行混合经营的，

也一定是民营企业的巨头。 这种更大巨头的出现可能会进

一步加大行业的垄断”。

中间派：以市场化方式消除顾虑

陈东征 宗庆后 陈戌源

对全国政协委员、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而言，国资流失

的担忧、民企资产被侵吞的担忧，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得到

解决。因此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制度写进中央文件，是中国

资本市场一个重大的利好。

“将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一定会多样，但最可行、最稳

妥的政策，是通过资本市场实现。”陈东征说，虽然资本市场

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资本市场是一个相对公开、透明的

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国有资产流失、民企资产被侵吞等忧

虑，出现的可能性会比较低。

“我建议实行全员持股。”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这次又向两会提交了“实

施全员持股的建议”。他表示：“实现全员持股，让普通员工真

正成为股东和主人，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提高员工责任

心和积极性，可以解决之前企业上市、民营参股等措施都未能

真正实现的让经营者、员工成为企业主人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陈戌源认为，国资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比较

好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后， 所有企业会在同一起跑线上。“不

同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中都是平等的，不要问民资国资，问的

是谁在市场中更有竞争力”。

（本报记者郝帅 实习记者李妍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整合结束后，众多煤老板转眼变

身为“自由职业者”，其拥有的亿万元

闲散资金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于是，

政府开始引导，部分煤老板不得不认

真思考企业转型， 在很短时间内，煤

老板的身影遍布房地产、酒店、农业、

白酒等众多领域。

煤老板从来不缺钱这是不争的

事实，但大量资金被用于搞煤焦之外

的行业却让煤老板很受伤。

“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干， 即使

是不熟悉的产业，也得硬着头皮上。 ”

现在已经是北京一家装订厂负责人

的煤老板说道。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

能。 ”该负责人说，“我原来就没能理解

到底什么是转型， 以为转型就是完全

脱离煤焦行业， 但就现在的经营状况

百亿元资金流失

“乌金”梦想延续？

转型煤老板“很受伤”

来讲， 远离山西在外地投资遭受诟病

也是老朋友间互相调侃的话题。 ”

他告诉记者，装订厂投资累计达

到 800余万元，自己基本没有压力，可

他在海南的朋友眼下的境遇却代表

了一批“转业”煤老板的复杂心态。

“动辄就是数十万元的经营成

本。 ”该负责人说，海南朋友的酒店投

资数亿元，在中共中央出台“八项规

定”后，他的星级酒店便开始与一般

酒店争抢起了客源，内耗让他每每看

到月底财务报表时都感到心惊肉跳。

“山西煤炭整合后， 我们怀揣至

少上百亿元资金，但‘流落’他乡的心

情不好受。 ”老黄向记者回忆，关键是

钱投到其他行业也没能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