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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既有中国土地上最早的居民元谋人繁衍生息，又是华夏民族的祖先黄帝

派遣次子昌意的驻守之处；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既有司马相如通西夷所到的笮山若水，

也曾是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交通要冲。

20世纪 60年代初，在共和国的版图上还找不到攀枝花这座城市。 从 1965 年开始小批量集结施工队

伍，到 1970年 7月 1日攀钢高炉出铁，1971年具备年产 150万吨钢能力，1974年形成轧材能力，攀枝花的

出现改变了国家钢铁产业的布局。

曾受益于资源，又受困于资源，攀枝花在变革中主动寻求着自己的新定位。 不论负担有多重，在新常

态下，攀枝花在拼命追赶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他们不想拖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后腿。

本报记者 张龙 龚友国

“攀枝花”二度盛开 钒钛巨人再出发

如果你告诉人说：攀枝花市去年

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

7万元，位居四川省第一位。对方一般

会作何反应？《中国企业报》记者曾试

过，大都是张大了嘴巴，眼睛里是狐

疑的神色。

在大部分人的潜意识中，这座中

国唯一以花名命名的城市，同时也是

传统观念中的资源型城市，应该和国

内不少资源型城市一样，正处在转型

期的阵痛之中才对。

新世纪以来，钒钛产业链完整度

全国居首的攀枝花意识到“吃老本

儿”显然是行不通的，在钢铁越来越

“被人嫌弃”的今天，必须依靠转型才

能赢得未来。 市委书记刘成鸣表示，

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世

界性难题，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 攀

枝花市将全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瓶

颈，不断延伸钒钛资源综合利用的产

业链和价值链，到 2020年建成全国最

大、国际领先的钒钛产业基地。

滔滔金沙江， 在 50 年前见证了

人定胜天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从那一

刻起，“三线建设”这个名词和攀枝花

市“捆绑”在了一起。

从“攀枝花”地名确定、攀钢厂址

选定、攀枝花特区领导管理体制的确

定等涉及攀枝花建设的重大问题，无

一不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拍板决定。

在攀枝花项目建设方面，周恩来总理

亲自负责安排部署，时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的邓小平亲赴攀枝花指挥，国务

院副总理李富春、 薄一波具体执行，

中央 13 个部委集中会战攀枝花，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一个工业建

设项目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攀钢建设不是钢铁问题， 是战

略问题。 ”“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

觉。 ”当年毛主席的话犹在耳畔，攀枝

花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 攀枝

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典

型，以独有的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中

国的工业布局。

在中国，三分之一的铁路由攀枝

花钢轨铺成。 目前我国投入运营的一

万多公里高铁中，70%由攀枝花钢铁

铺成。 1975年至今，攀枝花共生产钢

轨近 1800 万吨。 攀枝花钢轨已出口

到 30多个国家和地区，誉满全球。

巨大成就的背后， 隐患随之而

来。 10年前，攀枝花名列全国十大污

染城市之一。 更令人“纠结”的是，改

革开放后， 三线建设项目被推向市

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研究员陈东林做过一个调查， 受交

通、环境承载力、区位等因素的钳制，

全国超过 50%的项目都需要调整甚

至搬迁、关停。 攀枝花要发展，转型成

为应对市场化浪潮的必由之路。

攀枝花的资源转化走了一条创

新、高效、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2013年

春，攀枝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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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之前为人诟病的空气污染问

题，在政府的治理下，取得明显成效。

记者从当地环保部门了解到，今年第

一季度，全市空气质量季度达标率为

98.9%，较上年上升 24.4个百分点，为

历史最好水平。

作为一座以钢铁冶炼为支柱产

业的重工业城市，工业污染严重是突

出问题。 十年来，攀枝花市完成了攀

钢烧结机、发电厂和球团厂烟气脱硫

工程等 600 多个工业污染源治理，累

计削减二氧化硫近 5 万吨，空气质量

明显改善。

对于如今的攀枝花，市民的评价

最能说明问题：“近几年，攀枝花绿化

工作效果明显， 道路两旁鲜花盛开，

荒山土坡绿树成荫，我们休闲、健身

有了更多选择。 ”

攀枝花市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剡

介绍，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国

家战略”两度花落攀枝花，第一次是因

为资源， 第二次还是因为资源。 1965

年春天，“攀枝花特区” 在波澜壮阔的

三线建设中诞生， 成为新中国第一个

资源型特区。 2013年春天，攀枝花全

境入“试”全国唯一资源型试验区———

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

张剡表示，攀枝花市矿产资源富

甲天下。 全市已发现矿种 76种，探明

储量的有 39 种， 尤以钒钛磁铁矿最

为丰富，保有储量达 67 亿吨，在仅占

国土面积 1/‰的土地上，蕴藏着占全

国 63%、 全球 11%的钒和全国 93%、

世界 35%的钛，分别位居世界第三和

第一，镓、钪、钴、铬等稀贵金属储量

均达到相应元素的特大型矿山等级，

战略地位十分突出。

钒钛是稀缺的军工材料,国际上将

钛材占金属材料的比重作为衡量军用

飞机性能的重要标志,钒也越来越多应

用于航空、航天、激光防护、核反应堆、

超硬材料等高科技领域。

在攀枝花这片 7400 多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 埋藏着全国 20%的铁、63%

的钒和 93%的钛,其中,钛和钒的储量

分列世界第一和第三位。

早在上世纪 70年代，中国工程院

院士徐匡迪等专家就开始重点攻关攀

西资源开发利用。 谈到这块“资源宝

库”，他既高兴又心痛，“经过科技攻关，

我们打通了钒钛磁铁矿冶炼钢铁的技

术流程，生产出了优质钢材,但高炉冶

炼也让大量的钛跑到高炉渣里去了。 ”

随着钒钛资源战略意义日趋凸

显，2013年 3月，中国正式设立攀西战

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范围包括攀枝

花市全境、 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市

的部分市县。

但真正让钒钛产业看起来“像模

像样” 的驱动力源自于创新能力的提

升。 不谋而合的是， 去年召开的 2014

年中国钒钛产业博览会暨攀西战略资

源创新开发试验区投资推介会主题就

是“创新驱动发展，钒钛改变未来”。

而这届博览会共达成 481笔购销

合同，签约金额达到 418.94亿元；攀枝

花签约项目 27个， 签约金额 274.5亿

元。

攀枝花钒钛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赵

中表示， 要继续抢抓攀西试验区的历

史机遇，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创新驱

动为引领，以转型发展为主线，以园区

升级为方向， 坚持以工业为主导和以

钒钛为主业不动摇， 坚持扶持优势企

业和培育新兴产业不动摇， 坚持科技

进步和技术创新不动摇。

毫无疑问，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攀

枝花市白云铸造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张

璟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由于公司产品的行业特殊性

与专业性比较强， 而且拥有低合金钢

锤头的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所以，抗风

险能力就比较强，2014 年产值 1.6 亿

元，出口就占 70%，产销稳步增长。 我

们从 OEM代加工起步，到目前在北美

市场与欧洲市场拥有自己的国际品

牌，并且通过科技攻关，掌握了发达国

家才能生产的全套破碎机生产能力，

完成了从单一零部件到生产成套装备

的飞跃， 而且价格远远低于国外同类

产品。 ”

作为出口型企业， 特别是机械制

造业的基础产业———铸造，从一开始，

白云铸造就定位要与欧美发达国家的

铸造厂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而不是仅

仅生产诸如沟盖板一类的技术含量低

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 在张

璟

看来，打

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非常关键。 一是

要通过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二是

通过精细化管理， 打造高效率的管理

团队。 比如在金属（报废汽车）破碎回

收领域，公司经过近 3年的技术攻关，

研发成功“含钒钛低合金钢分段硬度

重型锤头制造技术”，而让该产品成为

全球这一行业内的换代产品。 其产品

销售价格比普通铸件高 70%， 盈利能

力增加 3倍以上。该产品在去年 4月的

北美行业展览会上获得很好的反响，

市场订单正在持续增长。 同时该项技

术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攀枝

花东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

群龙向记者介绍： 公司依托集团强大

的实力和技术优势，2012 年后期新增

投资 5000万元新建西部最先进、最大

规模、 全产业链的蓝膜平板太阳能产

业项目， 项目包括新建三条具有自主

核心技术的蓝膜平板集热器生产线、

一条国内领先水平的搪瓷内胆水箱生

产线， 年产能达 10万套，2014年底已

建设完成；2016 年计划建一条 2 兆瓦

的太阳能电池组件、 户用型光伏设备

生产线。 全部项目竣工投产后，将是西

部首家从事光热、光伏、太阳能溴化锂

空调等新能源全产业链产品设计开

发、生产销售、安装服务的高新技术企

业。

四川金沙纳米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罗俊奎告诉记者， 公司是一家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 以硫酸法钛白粉生产

副产物硫酸亚铁为主要原材料并加以

综合利用，生产高附加值超微铁粉、电

池级草酸亚铁、 氧化铁等新材料产品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罗俊奎说，由于拥有核心技术，所

以，产品受市场影响非常小，为了解决

企业的发展资金， 目前券商已经进入

并完成了上新三板的所有前期工作，

如果顺利， 在年底前就能进入资本市

场。

“虽然目前经济形势不好， 但，公

司生产的金红石型包膜通用型和专用

型钛白粉，由于质量好，价格适中，从去

年 4季度到今年 1季度，产品非常好销

供不应求，工厂满负荷生产，2014年生

攀枝花的转型并非盲目，也并非心血来潮。

从“钒钛资源之都”发端转型，到“钒钛产业之都”升级崛起，再

到“钒钛经济之都”步入辉煌，显然是有着明确而完善的顶层设计。

2011 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十二五”钒钛资源综合

利用及产业基地规划》提出，“今后对钒钛与金属伴（共）生矿的冶

炼，钒钛将成为主产品，钢铁则成为副产品。 ”

作为“钒钛资源巨人”的攀枝花，开始谋划一条关于城市转型，

建设“世界钒钛巨人”的行走路径。

当年， 中国工程院与四川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攀枝花钒钛

资源综合利用战略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

2013 年，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正式设立，攀枝花再

次被纳入国家战略。

“奋力打造钒钛资源中心、生产中心、质检中心、研发中心和交

易中心，加快推动攀西试验区建设。 ”攀枝花在提出顶层设计构架

的基础上， 还初步明确了一系列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及攀西试验区

建设的具体措施：

发挥区域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扩大开放合作，积极推进钒钛

关联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和高端市场培育；坚持以规划为龙头、

企业为主体、项目为关键、科技为动力、机制为核心、政策为保障。

此后， 一系列围绕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和攀西试验区建设的战

略部署迅速落地。 一批围绕钒钛产业提档升级的重点工程和项目

相继落户。

在完善的顶层设计下，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政府为转型提

供了更“接地气”的方法，也更为企业所接受。

钒钛高新区官员表示，政府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快攀枝花钒钛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的实施意见》，从要素保障、创新体系、人才

支撑等方面明确了 17 条扶持政策，确保在未来五年，地方财政每

年将投入不少于 5亿元支持钒钛高新区建设， 用于科技创新专项

和钒钛专业孵化器建设；设立了 1.5 亿元的钒钛产业发展基金，通

过贴息担保、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的成

长型钒钛企业。支持对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钒钛相关产品开

展收储工作；建立了国际合作交流和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鼓励在

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交流合作，按照《攀枝花引进领军人才管理办

法》、《攀枝花市高层次人才引进稳定培养办法》， 对引进的高层次

人才将给予最高 180万元安家补助。

赵中告诉记者，坚持问题导向，把化解企业资金难题作为帮扶

的重中之重，对于有市场、有订单，发展前景好的企业给予全力支

持，全年累计帮助企业申请应急转贷资金 34 笔，合计 4.1 亿元，向

上争取项目专项经费 6000余万元；以设备租赁的形式为金沙纳米

提供 1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 有效化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燃眉之

急。

“像白云这样的出口型企业， 要抵御住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

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各级政府部门经常性地到企业走访调研，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和问题，比如协调生产要素保障（解决火车集装箱、电力调度、废钢

供应等）、协助多种渠道融资、听取企业意见转变政府部门工作作

风等；出台各类优惠奖励政策，积极扶持和鼓励企业发展。 ”张

璟

告

诉记者。

攀枝花大互通钛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

点，政府给予企业不少的扶持。在当地企业人士看来，随着“一带一

路”战略推进，也随着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创建，会给企

业带来宝贵机遇，昭示着攀枝花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钒钛

巨人也将借此走向未来。

转身：精准顶层设计 +“配角”角色

反思：不再“以钢为纲” 主动寻求变革

沉淀：相信创新的力量

在政府甘当“配角”的背景下，今年一季度，钒钛高

新区一季度实现工业总产值 49.94亿元。 其中，3月份

工业产值 19.47亿元，较上月增长 29％，较去年 3月增

长 22%，固定资产投资 4.5亿元，同比增长 11.39%。

攀枝花市开始主动寻求转型，当地官员表示，资源开发进

入中期阶段，面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攀枝花迫切需要转型

发展。“十二五”以来，尤其是国家设立“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

发试验区”以来，全市着力推动由钢铁经济向钒钛钢铁转变、

由单一经济向多种经济竞相发展转变、 由初级产品向精深加

工转变，产业升级取得初步成效。

攀枝花的企业运用着各自的智慧在“新常态”形势下，每天

都在上演着“逆袭”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保证了钒钛巨人

攀枝花的成功转型。

产销售了 36000吨，今年计划完成 40000吨。 ”攀枝花大互通钛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后明说。

当地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去年钒钛高新区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198.5亿元，利税总额 7.72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2014年实现总

产值 72.09亿元，利税 2.8亿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的 48%；

建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30家，占全市总数的 65%。

科技含量足的企业越多， 越能让资源利用取得突破性的效果。

据了解,按照预期目标，实施科技攻关后，到 2017年，攀西试验区的

铁资源综合利用率将达 75%，钒资源综合利用率将超过 50%，钛资

源综合利用率将达到 30%。

钒钛高新产业园区

钒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