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

2014年07月08日 星期二

编辑：郭志明 E-mail：guozhiming007@163.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

王利博制图

本报记者 黄山

“优质制造”比“中国创造”更务实

4年 8次事故

组建国家管网公司猜想再起

（上接第一版）

第三方经营利于打破垄断

如果将多家公司管理并为一家负责， 情况或许会有所改

善。

“政府难辞其咎，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将更大一些。 ”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卓创资讯分析师朱春凯这样说道，

“之前屡次发生事故，国家已严格要求清查，管道老化是一方面

原因，同时监管也很重要。 ”

“如果管道分拆后， 由一个公司来负责运营， 应该有所改

善。 ”林伯强表示。

此前，中石油宣告，将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所持东部

管道公司 100%的股权， 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东部管道公司任

何股权。

“中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分拆， 比较实在， 实际是迈出了一

步。 ”林伯强认为，“分拆只要是独立运行就达到目的，就可以破

除上下游垄断。 ”

今年 2 月份，国家能源局印发的《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

监管办法(试行)》更明确提出将加强监管，促进油气管网设施公

平开放。 其中提到，在有剩余能力的情况下，油气管网设施运营

企业应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平等开放管网设施。

中石油集团网站 6月 25日宣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实施办法（试行）》获得审议通过，这意

味着油气领域改革再获重大突破。

卓创资讯天然气分析师王晓坤告诉记者，交给第三方经营

有利于打破垄断。“天然气长输管网中，85%都是中石油的。 ”

王晓坤举例说， 像大唐煤制气需要使用中石油的管道，需

要与中石油签订一些协议， 那么其中不排除霸王条款的可能。

“因为，要从内蒙古运输到北京，大唐不可能自己再修建一条管

道，因此只能用中石油的管道。 ”

业内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当初大唐修建了 110公里长的

管道，通到了中石油管道，需要双方合作，不过大唐对中石油当

时提出的条件并不太满意，但是没有办法。

中石油相关人士表示，这两条管线独立出来，今后可能还

会有其他条管道独立出来，有助行业改革。

国资改革或成加速剂

在石油产业链中，为什么管道分拆一直是业内关注热点？

王晓坤认为，中石油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剥离一部分上游

资产有利于其转型，这对中石油也是一种激励，也会让中石油

好调头一些，像船太大不太好操作。”同时，“对于其他企业，开采

页岩气等民营企业可以公平公正的价格使用管道，按照千公里

每立方米相应费用交纳就可以，有利于上游开采积极性。 ”

“管道涉及方面相对比较多。 ” 林伯强以中美页岩气相对

比，美国开采页岩气，只要用最少成本开采出来即可，随后就会

一路畅通，没有任何障碍。而在中国，开采出来页岩气后，需要走

管道，是否会受到歧视，再到消费端是否能将费用收全，不确定

性过多。

在林伯强看来，高速公路非常通畅，“原因在于高速公路公

司自己没有车队， 所有车都是交纳了高速费后平等进入高速

路，平等使用高速路。 假如高速公路公司自己有车队，那么将出

现先让自己车队行驶的现象。 ”

不过，朱春凯则认为，与放开天然气管道相比，放开石油管

道更应该加快放开石油进口权的进度。

“一部分天然气的上游企业本身拥有资源， 拥有管道后可

以更方便自身运输。”朱春凯分析说，石油则有所不同，即使民营

油企拥有管道，可是只拥有不到 1%的原油，那么作为第三方给

谁输油就成为关键，至少何时有油并不确定。

早在去年 7月 31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即布署加强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 中石化 11·

22青岛爆炸事故后，加强城市管网建设呼声更加高涨，及至国

有资本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更强化了这一布署的想象空间。

（上接第一版）

纵观德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制造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无

一不是二战时期的主要参战国，其企业大多都承担着军工生产

的任务，对于产品质量和供货时限有着几近苛刻的要求。 这些

历史因素，对于德美日企业形成刻板的准军事化的管理风格产

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德美日企业对于员工纪律有着最严格的

要求。当前，崇尚个性和自由精神的 80后、90后员工大量上岗，

他们对于制度和纪律有着天然的抵触，这对制造业实行严格的

流程管理和工艺控制形成了巨大挑战。 进行全社会的职业素质

和“工业精神”教育已经刻不容缓。

一大批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现代工人， 是由

“合格制造”向“优质制造”转型的“硬件”。 在航天、高铁等“中国

创造”领域之所以能够率先形成“优质制造”，除了这些领域本

身对产品的要求和控制高之外，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一个不可

或缺的因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很多行业的工人都没有经过长期

严格培训。 日本的建筑工人要经过两年的培训才能上岗，而中

国的建筑工人很可能是昨天还在田里， 今天已经在建筑工地

上。 就连对员工素质要求较高的家电行业，每逢旺季也存在着

大量临时工。 比如，新近富士康就把招工的门槛降到了“零工作

经验”。 因此，要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让不同的人都能接受

相应层次的职业教育，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员工尽量在同一

个行业中持久工作，尽早构建“优质制造”的保障体系。

产业的转型，首先是人口素质的转型。 有什么样的人力资

源禀赋，才会有什么样的产业发育程度。 当然，加快发展现代服

务业，培育“优质制造”发展的环境因子也至关重要。

柳州正菱集团创建于 1982年，是

一家业务领域涵盖汽车及零部件、机

床制造、贸易、物流、房地产、信息及服

务业的科、工、贸一体化大型民营企业

集团。其公司拥有资产超 100亿元，员

工超万人。

和廖荣纳一个镇的老韦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介绍，出生于贺州市公会

镇农村的廖荣纳很有经济头脑， 上世

纪 80年代初，他想办法买了一台补靴

子的小机器， 挑着补靴机开始走乡串

户“捞钱”。 后来，廖荣纳越走越远，生

意越做越大，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柳州

首富”。

老韦说：“我们不希望他出事，借

钱给他的，很多都是乡里乡亲的，更觉

得他不应该那样做事做人， 连老乡十

万八万的血汗钱都不还就跑了， 像什

么话？ ”

记者在柳州采访时到一家餐馆用

餐， 和餐馆老板娘李女士提了一句：

“柳州好像很多人借钱给正菱集团

吧？ ” 老板娘说：“别提了， 我都借了

呀。 ”

原来， 李女士母女经营的这家餐

馆家常菜炒得很好，生意红火，有时要

排队等座位。 其间母女俩结识了两位

某局领导的家属，他们说，家里包括局

里都借钱给正菱集团，月利息两分，借

20万元给他们，一个月不用做事就有

4000元利息。

2013年 4月 7日，母女俩借了 20

万元给廖荣纳。 从李女士出示的借款

协议中记者看到，借款方为廖荣纳，担

保方为广西正菱融资性担保公司，约

定利息按月利率 2%计算。协议上有廖

荣纳的亲笔签名， 还盖有广西正菱融

资性担保公司的公章。

李女士说， 正菱公司的财务人员

告诉她， 正菱集团很多员工都把工资

借给老板吃利息。这位财务人员还说：

自己已经“把家里房子卖了借钱给廖

老板， 赚点钱以后再买宽敞点的房

子”。财务人员还动员李女士也把房子

卖了。 李女士后怕地说：“多亏没卖。 ”

去年得了几个月利息，从今年一月

份开始， 李女士就再也得不到利息了。

“追了几个月后， 公安局就公告叫去登

记，这才听说廖荣纳跑到国外去了。 ”

在一个老板们经常聚会的茶庄，

老板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有人说：

“我们那些钱估计泡汤了，有些单位领

导以后可能要上吊呢， 上面真的认真

查，柳州生意场、官场都要地震。 ”

廖荣纳失联， 柳州公安部门介入

调查，债权人登记公告发出后，债权人

纷纷到指定地点登记，涉及人数之多、

钱款数额之巨，出乎许多人意外，以至

于公安经侦部门在全市设立 6个点接

待债权人。 知情人透露， 涉及数家银

行、 众多单位和 2000名以上的个人，

金额在 100亿元以上。

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出于种种

考虑并没有去办案部门登记。 一位关

注此事的律师说， 有些单位拿职工住

房集资款借给正菱集团牟取高利，原

来决策悄悄借钱的领导调走了， 现在

新来的领导确实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

去登记，就等于将事件公开化，到时款

收不回来是要出大事的。

6月 25 日，记者来到位于柳邕二

路的正菱集团总部办公大楼， 三楼高

层们的办公室大多门窗紧闭， 窗户统

一拉上了一样颜色和款式的布窗帘。

只有一两个办公室有人。

一年多前， 廖荣纳率领子女四人

踌躇满志共同出席计划中的新总

部———柳州正菱大厦隆重奠基仪式。

如今， 这片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工

地大门紧闭，一切施工作业已然停止，

一位守门员带着两条狗在坚守。

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正菱集团、

警方及当地市委宣传部均表示“目前

没有相关信息发布”。

首富去哪了：

两位广西富豪的人生巨变

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正

菱集团）董事长廖荣纳，民间号称“柳

州首富”；2007 年的胡润财富排行榜

中，广西永凯糖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永凯集团） 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赖可宾位列“广西首富”。

一段时间以来，柳州、南宁两市

甚至整个广西，两位首富跑路的传闻

甚嚣尘上。

5 月 27 日， 柳州警方发布公告

称，正菱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犯罪，警方已介入调查，要求与正菱

集团有集资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于 5

月 29 日至 6 月 13 日到指定地点进

行登记。

6 月 18 日，一家全国性纸媒发表

题为《广西永凯糖纸集团宾阳大桥分

公司欠蔗农近 2.8 亿》的文章，该文作

者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报道发

表后，永凯集团忙着找关系到处删除

网上转载的报道，但至今未支付蔗农

的蔗款。

“首富”们人去哪了？“首富”们的

钱去哪了？ 他们如何从一方“首富”变

成一方“老赖”？ 人生巨变的背后是怎

样的经济生态变迁？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

长蒋团标教授认为，从目前政治经济

大环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企业家

代差及换代、金融监管及市场监管环

境四方面分析，出现这种企业倒闭现

象很正常。

蒋团标说，我国第一代企业家文

化层次较低，主要是钻政策漏洞产生

的暴发户；第二代比第一代文化稍微

高点，但市场经验不足，没第一代实

战经验老到。这两代企业家在大浪淘

沙的市场经济中都会被淘汰很大一

部分。目前，金融监管、市场监管制度

不健全，监管不到位。 民间融资管理

更是缺位或无序，月息从 2%到 10%

都有，互相借来借去，有些到后面都

无心经营企业，靠“3 分借来 5 分贷

出”赚钱。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

院长陆奇岸教授认为， 随着市场逐

步完善、经营逐步规范、机会逐步减

少，这些普遍文化较低的“有钱人”

开始不适应， 没有能力合理调整产

业结构，什么都做，眉毛胡子一把抓，

这样会导致管理混乱， 越走越远，越

陷越深。

谈到银行及民间“挤兑”导致企

业崩溃，陆奇岸说，企业经营者的战

略和思维很关键， 这点大家要向巨

人集团的史玉柱学习。 债权人的信

任对企业家很重要， 能重塑债权人

的信心，你就能重新站起来。 反之，

债权人对你失去信心， 你马上就会

倒下。

广西沃城律师事务所主任、资深

律师邓超说，不合规不合法的经营模

式注定“跑路者”今天的后果。

对于携带资金

“跑路”到国外，

邓超说，

这 基 本

是 一 条

死路，如

今 国 际

司 法 协

助日益紧密，经济和贪腐犯罪嫌疑人

首当其冲被绝大

部 分 国 家 所 不

容， 跑到国外去

就不被追究的可

能性不是很大。

在曾经的广西首富赖可宾的老

家宾阳县，赖可宾的传奇经历为当地

人所津津乐道。 大学毕业后赖可宾被

分配到宾阳县民政局。 1993 年 7 月，

不甘平庸的赖可宾辞职下海，开始了

创业之路。

赚到第一桶金后，赖可宾于 2001

年组建成立广西宾阳永凯糖业有限

责任公司。 企业改制后，赖可宾担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5 年度以纳

税 5400 多万元， 名列全国私企纳税

百强第 56位。

2007 年 2 月 15 日， 广西永凯糖

业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外合资企业变

更为外商独资企业，快威投资公司持

有广西永凯糖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

股权。 2010年 1月公司更名为现在的

永凯集团。

“永凯系”公开资料表明，不管股

东、 执照及公司性质怎么样变来变

去，其实际控制人都是赖可宾。

然而从 2011 年起， 永凯集团的

糖厂开始拖欠蔗农的蔗款。 马年春节

前后， 大量蔗农开始了无休止的讨

债。 蔗款拖欠长达半年后，蔗农自发

组织堵路，最后当地政府出动大批警

察抓人， 在当地政府的强力干预下，

事件不了了之。

自 6月 19日始，媒体对永凯糖厂

拖欠蔗农 2.8亿蔗款一事进行了系列

报道，许多网站进行了关注和转载。

6月 26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到

永凯集团向相关负责人求证。 关于欠

款，该负责人只是含糊回答：“还款正

在按计划进行中。 ”

记者：“外界传言赖可宾在国外

一年多，一直没有回来，情况是否属

实？ ”

永凯负责人：“赖总的孩子都在

国外，国外也有很多事情要做，赖总

经常在国外也在情理之中。 ”

记者：“永凯集团被法院列入黑

名单，公司的形象及融资都会产生很

大影响，外边传得沸沸扬扬，媒体也

作了报道，请赖总回来回应一下不是

更好吗？ ”

永凯负责人：“我们向赖总请示

后再通知你。 ”

一位媒体同行说，他提出相同建

议一个多月了，还没有得到答复。

发稿前，宾阳县黎塘镇沙古村蔗

农韦师傅告诉记者， 媒体报道后，永

凯集团仍然没有还款。

南宁法院网执行曝光台 5 月 22

日发布的公告中，执行法院已依法决

定将永凯集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其执行案号为（2013）南市执字第

105号。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库（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2 月 24 日），已将该公司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

法院公布的信息中并没有被欠

款单位及金额，法院及永凯集团方面

给记者的答复是： 当事人有权保密。

知情人说，导致法院将永凯集团列入

“黑名单”的并非欠蔗农的蔗款，因为

蔗农们并没有起诉。

这样那样的巨额欠款久拖不还，

加之赖可宾久未露面，已经让外界对

永凯集团目前财务状况议论纷纷。

广西约占中国产糖总量 60%，共

有 104家糖厂。 排行糖企前五位的广

西丰浩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丰浩

糖业）的资金链也面临断裂风险。 当

地银行高管透露， 被丰浩波及的银

行、信托机构估计有 10家左右。 因涉

向丰浩糖业放贷，数名北部湾银行高

管 5 月被检察院带走调查，整个广西

金融界对此均已知晓。

虽事涉数十亿公司生死存亡，但

丰浩糖业董事长却“异常低调”，就是

不见媒体。

制糖行业被勤劳的广西人称为

“甜蜜事业”， 广西从事甘蔗种植的农

民高达 800万人。 在广西上百家糖企

中， 玉先强的丰浩糖业总资产 50 亿

元以上，年销售额 30 亿元，堪称业界

“大佬”。

6月 27日，数家媒体同时报道了

丰浩糖业资金链面临断裂，多家银行

及信托机构被牵连，北部湾银行甚至

因此被检察机关带走数名高管。 据

悉，银行给丰浩糖业及其下属子公司

贷款已达 24.12亿。

近年，国内外糖价严重倒挂致使

国内糖企亏损严重，糖企不得不走向

多元化经营，可能导致银行给予糖企

的专项资金被挪作他用。“鸡蛋被分

放几个篮子”后，管理跟不上，变成

“竹篮打水到处都漏”。

柳州首富跑路或引政商地震

广西首富失踪坑苦蔗农

专家：钻政策空子形成的首富无法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