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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令人艳羡、挤破头都进不去

的晋能集团风云突变，旗下煤检站的

职工到现在仍然无法理解：昔日是跻

身世界 500强企业的职工， 而今沦为

被分流的“破落户”，这个变化实在太

大，大到让人犯懵。

2013年 2月，山西省国资委和 11

个市国资委出资，在原山西煤炭运销

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国际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合并重组，组建了

晋能集团。 此后两年，晋能集团连续

入围世界 500强。

一个问题是，如果政策不再为山

西煤运系统埋单，此时深陷“盈利羸

弱、债券暂停上市、负债千亿”泥淖的

晋能集团和山西焦煤集团，未来如何

解除危机？

这仅仅是个开始。 关于晋能集团

和山西焦煤集团作为这次改革的主

体单位在振兴晋煤中是否有提振作

用，有专家称，观察仍需时日。

煤炭运销改革艰难破冰

11 月底，拉煤车司机小闫面对空

无一人的煤检站感触颇多。 按他的话

说，山西的煤检站早就该撤销。

2007 年 3 月，山西省宣布停止征

收煤检费。 此前，山西省政府就提出

要进一步增强煤炭销售的集中度和

统一性（统一价格、统一销售、联合竞

争），同年 8 月，以“煤炭可持续发展

基金”为名征收煤炭交易管理费的事

实并未停止。

2008 年， 山西煤炭市场依然火

爆，火到煤企和电企“顶牛”不止。 但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煤炭企业具有

绝对话语权。 因此，被赋予煤运大权

的煤检站根基牢不可破。

一年后， 小闫着实空欢喜了一

场。 他原本认为，2009 年， 因合同到

期，煤炭运销费和代销管理费会就此

终结，但由于山西省煤矿整合的原因

而被再次延期。

公开信息显示，山西煤炭运销集

团因以“收费” 为主营业务，2008 年

时，总资产额已经高达 350 亿元。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内部超过

70%的收入来自于站点收费。 ”大同煤

运知情人士透露，2009 年后， 一部分

煤矿划归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管理后，

站点收费比重虽说减少，但仍然占收

入主要来源。

有媒体报道， 据晋能内部人士透

露，2011年左右，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内

部超过 80%的收入来自于站点收费。

一位山西煤炭业内人士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2009 年，

对煤检站要撤销的消息，

众多煤检站负责人表现不以为然显

然事出有因。

此后，本该终结的煤炭运销费和

代销管理费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事实上，从山西省经委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煤炭运销宏观调

控的通知》 到山西省政府数次发文，

都在要求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对除国

有重点煤炭企业和中外合资煤矿以

外的其他煤矿，凡通过公路出省销售

的煤炭实施双向合同、 统一经销政

策。

同煤集团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2 年以来， 山西煤炭价格持续下

跌，销售利润大幅下降，山西吨煤平

均利润从 2011 年的每吨 150 元下降

到 2013年的 40 元， 山西民营煤炭企

业深陷以量补价泥淖， 经营举步维

艰。 在此情况下，山西省急须全面推

进煤炭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清费立税

及撤销煤检站。

然而，煤炭运销改革似乎并不顺

利，2013 年， 山西省各级煤检站仍在

继续营业。

直至 2014 年 10 月， 山西当地媒

体报道撤销县级以下煤检站，煤检站

是否全部撤销似乎仍存在很大变数。

仅一个月后， 山西省政府确认，

从 12月 1日起，将全部取消相关企业

代行煤焦公路运销管理的 21 份行政

授权文件；全部取消 9 种煤焦运销票

据； 全部撤销省内 1487个各类站点，

12 月 31 日前必须全部拆除相关设

施。

“煤炭运销改革势在必行。 ”上述

煤炭业内人士称，山西用时 30 年，很

艰难，但走出这一步，实属不易。 或许

其他省份煤炭运销变革就在眼前。

山西省将为两家企业

补充资本金

看似丢掉政策红利的晋能集团

和山西焦煤集团，事实上在未来三年

仍能得到政府的扶持。

山西财经大学刘海宏告诉记

者， 由省财政厅负责具体为晋能集

团和山西焦煤集团补充资本金。 通

过多渠道多种方式支持企业改革发

展。 主要利用煤炭资源价款省级留

成、省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金等，适

当补充晋能集团和山西焦煤集团的

国有资本金。

值得欣喜的是，在三年改革过渡

期内，晋能集团和山西焦煤集团仍能

得到适当资金进行内部改革重组，资

金由企业统筹安排使用。 对个别改革

任务较重的市、县（市、区），省政府可

考虑适时予以支持。

上述煤检站负责人指出，山西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民政

厅等相关部门还将加大对企业职工

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指导帮

助相关市、县（市、区）落实好各项资

金补贴、免费服务、社会救助等相关

优惠政策，统筹协调解决好共性和个

性问题。

这意味着晋能集团和山西焦煤

集团在失去政策红利之后，还将在未

来三年处于政府”襁褓”之中。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取消《山西省煤炭销售

票》、《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已缴证明

单》、《山西省煤炭公路运销统一调运

单》、《山西省公路煤炭运销省内用煤

统一调运单》等 9 项煤炭、焦炭公路运

销票据后，晋能集团环境突变。三年之

后，这种切肤之痛将不可避免。

丢掉“护身符”之后

晋能集团在去年的山西省属国

有企业排名中，位列第一。

撤销煤检站后每年将为煤炭行

业“减负”130 亿元，而晋能集团收入

急剧减少势在必然。

更大的问题在于，原来赋予很大

行政收费权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快

速发展中， 逐渐成为煤炭业的阻碍，

失去政策红利的关照，煤运公司就如

同一家普通的煤企，如何生存时刻摆

在它们面前。

晋能集团一方提出过一个设想，

即在煤检站撤销后组建区域性的煤

炭物流综合体，形成区域联合销售。

而山西省政府亦希望晋能集团

利用之前煤炭销售的渠道和网络，形

成现代化的大型煤炭物流企业。

山西省煤炭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武

玉祥对媒体表示，从企业本身而言，晋

能集团可以这么做。 因为煤运公司原

来有良好的运销网络， 对外有网络对

内有系统， 管理很完善。 这是市场行

为，如果企业作为主导，按照市场形成

区域合作销售，这完全符合市场规律。

有学者认为，按照武玉祥的说法，

在没有政策红利关照下， 晋能集团依

然可以合理利用优势转型， 譬如晋能

集团拥有煤电一体化企业， 同时它还

可以利用之前煤炭销售的渠道和网

络，形成现代化的大型物流企业。

“对于晋能集团来说， 关键是如

何从过去的放杆收费的简单行为转

变过来。 ”上述煤检站负责人说。

11月 28 日，万达院线 IPO 顺利过会，标志着中国院线第

一股将花落万达。 根据招股书，万达院线预计募集资金 20亿

元，将用于影院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随着中国电影市

场的火爆，不但电影票房纪录被屡屡刷新，承载票房的院线

也随之飞速发展。

《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却发现，在这票房飞涨的电影市

场春天里，并非所有的院线都能借势发展。 万达、星美等院线

红火的同时，一些传统院线却每况愈下，一些曾经让人们耳

熟能详的电影院甚至已经消失。 现代化新兴院线特别是私营

院线的冲击，摆在了所有传统院线的面前。

票房飞涨，并非雨露均沾

中国电影市场究竟火到了什么程度， 从统计上就能看

出。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 9 月 3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仅 9

月 22 日至 9 月 28 日一周的时间内， 其下属 47 条院线所产

生的票房就超过 3 亿元。 这其中毫无争议的第一就是刚刚

IPO 过会的万达院线。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在放映场次与第二名持平的情

况下，万达院线的观影人数和票房都远远高出。 资料显示，今

年上半年万达院线营业收入为 24.7 亿元，其中影院票房收入

为 19.88 亿元，同比增长 26.22%。 而排在万达之后的大地、金

逸等院线，虽营收额不如万达庞大，但也收获颇丰。 金逸更是

与万达争夺过中国院线第一股的称号。

而就在火爆的电影市场春天里，承载票房的院线也并非

都沐浴在春光之下。 记者发现，一些传统院线非但没有在电

影市场火爆的背景下继续辉煌，而是每况愈下。

相关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中国的院线是从 1993 年引进

好莱坞大片时才开始建设，之前没有民营电影院，后来为了

顺应发展才建立了院线制。 早期的传统电影院基本都归属于

政府相关部门，首都、红楼、胜利等电影院都曾是这些影院中

的佼佼者。 而就在电影票房飞涨的今天，这些传统电影院已

难觅踪影。

“位于西四的红楼、胜利影院已经关闭，不再放电影，而

原先位于电报大楼对面的首都电影院则被拆除，搬至西单大

悦城 9 层重建，除了保留老名字外，彻底改头换面。 ”12 月 3

日，胜利电影院原总经理徐忠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民营院线大举进军之后， 原来的老电影院已经所剩不多了，

之前那些属于各区县政府和部委的电影院基本上就在南城

还剩下几家，其他的都关了。 ”

徐忠仁告诉记者：“这些传统电影院不是没有辉煌过，

2003 年最理想情况下胜利电影院的票房 1 天就能达到十多

万，观众们热情极高，‘满坑满谷’。 但过了 2004 年则急剧下

降。 有的时候放一场电影票房是零，一个观众都没有。胜利电

影院、红楼电影院虽然曾经是历史上的甲一级影院，但已经

走到了经营的尽头。 ”

不仅是一些传统电影院近况不佳，作为第一批成立的院

线，新影联也被现在活跃的民营院线落在了后面，新影联原

董事长刘洪鹏之前向记者透露，新影联之前曾长期占据排行

榜首席的位置，但现在排名大幅度下降。

位置更迭，老大掉队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传统院线之所以现在

很难与民营院线抗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以前曾经引

以为傲的“公家”背景。 而现在很多风光无限的民营院线，在

之前也曾出现在传统电影院成立的院线中。

“以前电影院没有民营的，都是公家的，这是历史所造

成的，比如胜利电影院设立于建国前，1949 年 2 月被北京市

军管会接管。 红楼、首都等影院也是这个情况。 ”徐忠仁表

示，“后来成立新影联时，由北京市电影有限公司、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电影公司及北京 18 家影院共同出资

组建，首都电影院也是新影联的股东之一。 但当时虽说成立

了新影联院线， 但新影联自己投资并直接管理的影院并不

多。 ”

徐忠仁表示， 相对于已拥有约 1500 块荧幕的万达院线

来说，新影联的劣势之一是自身拥有的电影院不足，虽然有

加盟，但控制力毕竟不像自身拥有大量电影院那样的民营院

线。 以北京市场为例，各个传统影院的“公家”背景本身并没

有问题，但这些电影院属于不同的部门，虽然共同成立了院

线，但很难将这些电影院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现在的老大万达以前也是新影联的成员， 包括现在以

IMAX 为主打的 UME 华星， 都曾出现在新影联的队伍中，现

在民营资本充盈，这些院线都有了大发展。 新影联虽然近些

年也投资了一些影院，但相对于这些民营院线来说，规模还

是小。 所以新影联的票房比不了这些民营院线，而且被越落

越远。 ”徐忠仁说。

12 月 3 日，相关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今

的民营院线已经开始参与到制片当中，而这样会更加凸显大

型民营院线的优势。 例如万达与其他电影公司合作一部影

片，就算在国内市场其他院线不上映，万达自身就能产生非

常可观的票房。 而一家电影公司同时拥有制片、发行直至终

端放映的功能，已经是好莱坞一些电影公司的常规做法。

硬件落后不是消亡唯一原因

有观点认为，传统院线特别是老电影院之所以不敌现代

化电影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硬件。 但在调查过程中，业内人

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硬件固然很重要，但并不是传统

影院消亡的最重要原因。

（下转第十一版）

传统院线衰落调查：

员工事业编制无生存压力

本报记者 郝帅

本报记者 汪晓东

本报记者 汪晓东

“放杆收费”模式终结：

山西两大煤运企业艰难转身

煤炭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晋能集团和山西焦煤集团

作为这次改革的主体单位，涉及职工

众多，转岗安置任务艰巨，改革风险

较大。

《山西省煤炭焦炭公路销售体制

改革方案》亦要求，企业要高度重视，

全力以赴，抓紧制定科学完善、统筹

兼顾的实施办法， 依法履行程序，实

现公开透明，形成改革共识。

从晋能集团一、二把手被查到企

业负债超千亿元，这家山西第二大煤

企一路走来被诟病不断。

山西政府的“断臂”行动让山西

运销改革受到多方关注，但与以往不

同的是， 赞誉的声音远远高于责骂。

煤运公司职工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

翻转。

虽然山西省有多少家县级及以

下煤检站，目前暂无具体数字，但是，

一组经过晋能集团内部人士确认的

数据显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目前在

山西各地有 69 个煤炭交易大厅，在

各级公路设有 329 个各类煤检站，其

中包括在 25 个工厂门口设立的“企

业电厂用煤管理站”。 煤运公司职工

约 4万人。

但值得一提的是，从事简单收费

验票的职工竟然占到 50%，这意味着

分流工作不会轻松。

而来自晋能集团的消息同样显

示，职工先行培训后，分流工作陆续

展开。

大同煤运系统知情人称，该市煤

运系统现有职工 4000 人， 但分流岗

位仍然没有确定。“由煤运公司占股

51%煤矿仅有 10余座。如果每座煤矿

分流 400人，这显然不切合实际。 ”他

无奈地说。

他说：“与拥有良好资源的同煤集

团相比， 煤运公司管理的煤矿各方面

表现较差，加之煤炭市场不景气，分流

岗位根本无力承担这么多职工。 ”

而一位不愿具名的煤检站负责

人坦言，大同多个煤检站早在 12月之

前就已提前清场，与 2009年传言撤销

煤检站嗤之以鼻的态度有所不同，11

月 26日，山西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

议公布安置政策后，这一次，撤销煤检

站的事实， 正让煤运公司的职工归于

平静。 而他本人正等待上级主管单位

出台具体方案，以执行分流工作。

而上述知情人亦认为，在山西持

续反腐风暴中，大同市委书记及两县

委书记一县长相继落马，而主政官员

缺位可能造成所属地制定分流政策

受阻。

有消息称，12 月 31 日，相关站点

撤销后，将面临数万名职工的转岗安

置。 山西省政府将多渠道、多形式支

持企业改革发展，挖掘企业现有岗位

的潜力，开发新产业，增加新岗位。

省长李小鹏在电视电话会议中表

示，在改革过渡期间，相关企业要挖掘

现有岗位的潜力，开发新产业，增加新

岗位，加强管理，节约开支，调整支出

结构，多方筹措资金，做到对一线职工

不下岗、不欠薪、不减收、不断保。

“山西省国资委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 目前正在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方案将明确阶段任务和责任分工，倒

排时间表，扎实有序推进，确保三年

内全面完成转岗职工安置任务。 ”上

述煤运系统知情人士说，这个计划较

为可行，近 4 万职工完成安置短时间

内似乎无法完成。

随着涉煤收费清理整顿的逐步

深入以及煤炭行业经营状况的恶化，

山西省来自于煤企的税收正在大幅

减少。“山西自断手臂， 可见改革决

心。 山西煤业重铸辉煌一定要从此开

始。 ”晋商交流协会副会长简易说。

4 万名煤运职工命运翻转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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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晋能集团位列世界 500强，据称其营收 80%来自煤检站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