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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报道

攀枝花这座过去的老工业城市

正在转型中再次爆发出青春的活力。

3 月 7 日， 在人大四川代表团媒体开

放日，代表张剡以大家耳熟能详的语

言“孝敬爸妈，请到攀枝花”，真诚邀

请各界朋友到四季温暖如春的攀枝

花投资发展，旅游观光与养生。

年日照时数达 2700 小时， 年平

均气温 20.3℃， 无霜期 300 天以上。

在攀枝花， 冬日寒冷被驱逐在外，留

下的是阳光和鲜花。

张剡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今

年恰逢攀枝花建市 50 周年， 攀枝花

也是我国三线建设的代表，50 年的重

工业发展也使城市面临资源减少，环

境污染的困境， 但通过这 50 年的发

展， 攀枝花走出了一条城市转型，产

业升级，环境生态和民生改善的发展

路径。“利用过去的优势和特色，我们

加大了重化工业城市发展的战略性

调整。 钢铁之城向钒钛之都转变，资

源型城市向中国阳光花城转变，三线

城市向开放的南向门户转变。 ”

钢城转型

钒钛产业集群发展

2008 年，对攀枝花而言，是一个

很重要的时间点，这一年，攀枝花被

授予“中国钒钛之都”的称号。 同样在

这一年， 中国的钢价大跌， 从吨钢

6000 元暴跌至 3000 元。

当钢铁形势恶化的时候，以钢铁

产业闻名的攀枝花却悄然完成了转

型，不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钢城。

张剡介绍，攀枝花对钒钛磁铁矿

的开发利用经历了钢铁和钒钛两个

阶段。 1970 年攀钢生产出第一炉铁

水， 实现了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

矿， 开始了对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

初步开发利用；1978 年，攀钢独创的

雾化提钒技术， 实现了钒资源的利

用；1979 年， 攀钢成功实现铁钛分

选，钛资源进入开发利用新阶段。 现

在攀枝花市已初步形成以攀钢为龙

头、兴中钛业等 70 多家民营企业参

与的钒钛产业集群， 钒资源综合利

用率已达 47%，钛资源综合利用率已

达 15%。

“走了这么几个阶段，攀枝花已

经形成了一些现代工业化的基础和

体系，形成了一些科技研发队伍和机

构。 在前 50 年形成一个良好的基础，

为我们下一轮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

业结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 ”

张剡说。

2013 年春，攀枝花市被全域纳入

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

区，目前，已经建成全国最大的钒钛

原料基地、钒钛钢生产基地和世界第

二大钒产品生产基地。

“攀枝花市打造钒钛之都，利用

国家发改委授予的攀西战略资源创

新实验区这么一个机会， 抓住机遇，

在加大钒钛新材料产业的发展，这几

年也做出了一条全产业链和循环经

济的雏形。 ”

张剡表示，攀枝花市将继续加大

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将按照做大三

产，做强二产，做精一产的思路进行，

促进攀枝花的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

资源型城市

转型康养产业

攀枝花市除了打造中国钒钛之

都之外， 还在建设中国阳光花城，以

康养胜地为目标，为攀枝花新一轮的

城市转型发展路径。 在去年举办的首

届中国康养产业发展论坛上，攀枝花

提出打造国家级康养产业发展试验

区，依托冬季的光热资源和鲜美可口

的农产品， 攀枝花计划到 2020 年实

现阳光康养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利用我们攀枝花的阳光资源来

加大中国的阳光花城和康养胜地的

打造。 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产业基础和条件。 主要变化是环

境的变化， 包括我们空气质量指数，

生态环境都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去年达到了 92.8。 这

是什么概念， 就是在四川省 21 个市

里面排在第七位，这是一个相当了不

起的成就。 ”张剡说。

以康养产业为龙头，抓现代服务

业，应该说有了很大的变化，旅游业

的开发也加快了发展步伐，2014 年达

到了 40%以上的增长速度。 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将“基本实现居民医疗费

用省内直接结算，稳步推行退休人员

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内容写进其

中，这对攀枝花发展康养产业是一个

重大利好。

但张剡也同时表示，交通是现在

制约攀枝花发展康养产业的最大的

瓶颈。“虽然现在京昆高速全线贯通，

但是我们离成都毕竟还是很远，火车

还要 13 个小时。 现在我们正加快成

都到昆明的动车的建设，2019 年全线

建通，建成以后成都到攀枝花将会在

3 小时左右到达， 这将彻底打破攀枝

花打造中国阳光花城康养胜地的发

展瓶颈”。

全国人大代表、攀枝花市市长张剡：

本报记者 张龙 龚友国

攀枝花五十年工业积累

为城市转型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建设银行行长

张建国在发言时说到“银行是弱势群体”时，现场哄堂

大笑，连李克强总理都忍俊不禁地笑了。

在代表赵相革看来，真正的“弱势群体”是实体经

济企业。“实体企业近年来发展比较困难，特别是 2014

年，部分银行的单方面的抽贷导致不少实体企业被逼

入绝境，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 ”

赵相革说。

实体经济的问题已经被国家再次注意到，全国政

协委员李毅中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3 次提到发

展实体经济。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 2015年要推进金

融领域改革的重点任务，改革的出发点是要“围绕服

务实体经济”这个中心。

银行抽贷导致实体企业严重“失血”

赵相革从县级人大代表到全国人大代表，尽管身

处的位置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实地调研。 面

对一些议案，他非常慎重，总是要在细致了解之后才

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一次，赵相革带来了自己的建议：关于企业发

展环境方面，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继续加大扶持的力

度，在赵相革看来，这是他几十年企业生涯过程中，看

得最真真切切的，尤其是 2014 年的多次走访调研，发

现部分银行不讲诚信对实体企业的抽贷情况已经不

是个案。

无独有偶，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重庆工商联提

交了《关于出台资金链风险防范与化解工作方案解决

针对民营企业“一刀切”式抽贷问题的提案》的提案。

这和赵相革的看法不谋而合，这也在某种程度上

支持了赵相革的观点。

“在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国家的相关政策需

要因地制宜。 在具体操作上，有些部门还是有些问题，

有一定的缺陷。 去年，特别是实体企业运营很困难，本

来有些企业是有发展前景，信誉也比较好，银行承诺

还贷之后仍会对企业继续放贷，但，银行贷款收回之

后，就单方面找个理由不再发放贷款给企业。 本来运

行健康正常的企业，就因为银行不诚信，致使企业流

动资金严重缺乏而举步维艰。 ”赵相革告诉记者。

在赵相革看来，中央政策是好的，包括省市各级

政府的政策都是很好的，但在一些部门操作上出现了

问题，有一些部门“很任性”，银行“抽贷”式的做法肯

定不对， 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加大监管力

度。

科学引导实体企业转型发展

赵相革代表说：“特别是实体经济这块，国家富不

富强，看工业，看实体经济运行健不健康，如果没有基

础产业、基础工业作支撑，国家经济难以稳健发展。 ”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晨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邵

仲毅也表示，在当前情况下，实体经济中的企业不仅

融资难而且融资贵。 2008 年、2009 年的时候还只是融

资难，而现在已经表现为不仅“难”，而且“贵”。 即使幸

运地融到了资金，利息也是不能承受之重。

赵相革代表认为：“钢铁企业也好， 水泥企业也

好，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是必须要有的。 部分国家

1 吨水泥要 3000 元左右， 我们国家 1 吨才 300 多元。

这对国家建设有好处，说明我国不是畸形经济，产能

过剩了可以调整，国家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 ”

四川省钢铁年产量小于建设需求钢材量，是净流

入地，还要从外省购进很大一部分，克强总理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说道，对产业发展有扶持有限制，讲得很

客观。 因此，实体企业转型升级这个问题，政府在政策

实施上应实事求是，对不同的企业分类指导，因企施

策。

赵相革表示，国家各级政府，要对相关部门加强

引导，及时纠正那些错误方式。 银行对部分行业作出

限制，而需要资金的企业没有得到支持，某些行业却

有用不完的钱，这不太正常。 有权力的部门不能任性，

作出决定要慎重。 那些政策制定部门，要多走基层，这

样有些政策、制度、意见、办法才会更科学。

“要搞好经济，一定要让市场说话，要科学决策，

政府要高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引导服务为

主，不要主观搞一刀切。 ”赵相革建议。

银行不能“太任性” 随意抽贷对实体经济伤害大

□本报记者 张龙 龚友国

本报记者 张龙 龚友国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旭阳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相革：

银行不能“太任性”

随意抽贷伤害实体经济

2015 年北京的初春，唐桥已经不

是第一次出现在全国两会的会场上，

这一年，也是他到五粮液的第 9 个年

头，白酒行业“过山车”似的行业态

势，经营增长压力，让身处五粮液集

团公司董事长位置的唐桥操心不少，

看着鬓角已由青丝逐渐变成了白发，

其掌舵的五粮液号航母正稳健的行

驶在大海。

“在岗一天，就得对五粮液负责

一天。 ”这是唐桥在全国两会开幕当

天做出的表态。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唐桥在听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时，目光紧紧盯住了报告上关于深化

国企国资改革的 7 行字上面。“字不

多，但内容丰富，能够回答我在开会

之前，思考公司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

题。 ”唐桥说。

在他看来，国企改革亟须要完善

顶层设计，赋予企业更大的空间。 同

时国企改革不搞“一刀切”，要一企一

策略。

改革中应明确

企业政策界限

这不是唐桥第一次经历国企改

革，在他的印象中，国企改革，已经经

历了三次。

第一次在 1992 年， 原国务院总

理李鹏推出了中小企业改革方案，当

时更多提的是“工者有其股，耕者有

其田”，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国企

改革，这次改革的起源地就在万里长

江第一城的宜宾，宜宾是国家率先推

动中小企业改革的重点城市，宜宾也

因改革而名市，这一次改革主要是县

属国有企业改革。 而宜宾恰恰是五粮

液所在地。

在世纪之交的 2000 年， 唐桥迎

接了他人生中经历的第二次国企改

革。 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推动的此次

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减

员增效，这在当时被称作是“最后的

晚餐”， 这次改革把企业历史性的人

员、债务包袱全部吸掉，改革涉及中

央企业、省属企业、地方企业、军工企

业，牵涉面极广。

在唐桥看来，目前这一轮的国企

改革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前两次改

革的共同背景是小平的两个理论：

“猫论”———不管白猫和黑猫，逮着耗

子就是好猫。 其次是“摸着石头过河”

的改革。

“但克强总理提出这次改革是针

对过去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完善的部

分，这些企业的块头、体量很大，都

是中央、省一级的骨干企业，如何实

施要稳妥。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

建设法制社会， 必须依法推进改

革。 ”唐桥告诉记者说，现在老百姓、

职工的法制意识提高，改革不依法，

不改好，肯定不行，老百姓会出现抵

触情绪。

面对这一轮的国企改革，唐桥认

为：“有两个重点：第一企业要推行并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是股权结构

的改革。 这次中央也提出了混合所有

制的问题。 过去只提混合所有制，但

怎么混，什么时候混，是改革就开始

混吗？ 混多少都不清楚。 但这一次总

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增加了‘有序’两

个字，是有序推进，这样我们心中就

有数了。 不是一混了之，不能搞一刀

切，更不能搞齐步走，因为一汽有一

汽的特色， 五粮液有五粮液的特色，

央企有央企的特色，别人改革的模式

五粮液不可能照学。 ”

唐桥希望中央在推动国有企业

中，对企业改革政策界限应该有指导

性意见。

“对国有企业资产进行监督，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 这肯定是正确的，

必须的！ 但，改革中，在企业处置盘活

资产时，政府赋予企业处置企业闲置

资产有多大的权限，政策界限应该界

定清楚。 国有企业目前的一些闲置资

产，比如五粮液涉及几百亿的闲置资

产，确实是公司不可用资产，应该处

置盘活，因为政府没有给企业授予处

置资产的权限， 决策层无权处置、也

不敢处置， 所以， 政府应该明确权

限。 ”唐桥说。

此外，唐桥认为，作为上市公司，

五粮液希望找到战略合作者长期合

作下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这样的

股权结构有利于公司今后的长远发

展， 但合作者在购买公司的股权上，

如果在资本市场去购买股票股权，没

有优惠，没有吸引力，没人愿意进来，

如果优惠多了，就会有国有资产流失

的嫌疑，谁来担这个责任？ 所以，很多

类似问题，国家应该明确。

只有改革才能

让企业走出困境

2014 年初，五粮液集团落下国企

公车拍卖的“第一槌”，唐桥认为改革

永无止境。 在他看来，五粮液这种特

大国有企业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走

出困境。 公司本身这两年已经实施改

革，但还是始终感觉没有到位、推进

慢，推进的很难，但是，不推进又不

行。

“我们是以问题为导向来推动我

们的改革。 包括去年我们的车改的推

行，机构的改革、营销体制的改革、干

部制度的改革、薪酬改革等。 ”唐桥

说。

但，任何的改革都应该有明确的

顶层设计，这也是唐桥最为关心的问

题。

唐桥表示， 改革要纵深推进，关

键在于顶层设计要好， 企业如何定

位，包括五粮液集团公司在内的大型

国企今后发展中如何定位，政府应该

思考这一个问题。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国

企改革要进一步完善并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那么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必

须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

形成新的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的治

理结构，上级党委批准董事会，经营

层应该由董事会去聘任，这是现代企

业制度的要求，五粮液下一步是不是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去建立，这个我们

要深思，更需要明确的顶层设计。 ”唐

桥说。

国有企业另一个改革方向，就是

要从资产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变，那么

五粮液能不能成为一个资本经营公

司，达不达得到这个条件，具不具备

这个条件，上级政府希不希望五粮液

成为一个资本经营公司？ 这些都值得

调研论证。

唐桥告诉记者，中央在推进国有

企业改革过程当中，这些方面规定的

还不够明晰，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更不

知道怎么做，企业希望改，但怎么改，

是否在中央省上的政策范围之内？

在他看来，五粮液在国际化分工

的条件下，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走出困

境。 而目前五粮液的现状是，五粮液

的问题倒逼五粮液必须推行改革。 省

委主要领导包括分管领导都非常关

注五粮液的改革，希望五粮液通过改

革走出现在的困境，通过改革来做好

五粮液的调整。

作为行业内领军企业，唐桥对白

酒行业感触颇深。 五粮液通过一系列

的改革，上市公司的利润逐步在明显

增加，公司保持稳健发展，但他对这

个行业仍有忧虑。

“现在白酒行业至少有 30%的

产能过剩。 有条件的酒企在扩容，

无条件的酒企也在扩容。 行业内将

还有企业被淘汰， 白酒行业的调整

现在还没触底。 ”唐桥说，这一轮的

调整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还要经

历好几年，大企业要经过，小企业也

要经过，活不了就只有被淘汰，必须

要经过这样痛苦的过程， 我们国家

白酒产业才能步入健康发展的轨

道。

全国人大代表、五粮液集团公司董事长唐桥：

本报记者 张龙 龚友国

国企改革亟须完善顶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