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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谈判国近日达成基

本协议，成员国同意相互间进行自由贸易，统一在TPP框

架下的贸易零关税。邻国越南，被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的桥头堡，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走向越

南的步伐也在加快，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总

额累积达到80亿美元，而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有分析人

士表示，很多中国企业甚至可能将业务迁至越南，以从TPP

协定中获益。

园区落地越南

TPP让越南园区成外企眼中的“香饽饽”。

据越南计划投资部外国投资局统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盟国家对越投资项目

为2507个，投资总额为530亿美元。在外资的进入和带动

下，越南这个与中国西南部接壤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悄

然发生变化。2014年，越南经济增长率达6%，从对外商投

资开放以来，越南每年的增长率均达5—10%。而遍布越南

国内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则是带动越南出口经济的龙

头。据了解，越南现有约300个工业园区和经济带，但是规

模较大的工业园区不多。

胡志明市是越南工业发展的中心，该市及其周边省份

吸引了整个越南外国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而周边省份隆

安因紧邻胡志明市的地理优势，也吸引了不少外来投资

者，这其中就有来自中国辽宁的企业。

2015年，在辽宁省人民政府和辽宁省对外友好协会的

共同推动下，沈阳的友华商务服务公司联手越南基础设施

发展集团、福尔摩莎国际开发公司，在距离胡志明市35公

里的隆安省越发工业区，共同打造了一个辽宁产业园。

“越发工业区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而辽宁产业园的

规划面积达2平方公里，园区共划分为建材装饰材料园、汽

车和零部件园、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园、国际仓储物流园、

纺织品园五个区域，目前已建成。”越发工业区辽宁产业园

负责人王友华主任介绍，建成的工业园已经开始招商。

这里的机遇

TPP协议之后，有美国媒体认定，越南将成为国际企业

的投资亮点，尤其是工业和纺织行业。对此，王友华也认

为，在这一波中国产业转移的大潮中，产能过剩的中国企

业进驻越南园区，可能获得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

“越南人力成本较低，工资只有中国工人的三分之一，

且招工容易，人员素质普遍较高。”带领辽宁企业在越南市

场打拼了将近10年的王友华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分析认

为，除了人力资源优势，基于TPP架构，美、日等越南主要

出口市场，将进口关税调整至零，从而提高纺织、电子等行

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有利于企业出口。此外，越南政府

为鼓励外企投资，当地政府还给出了各种优惠政策，如“2

免 4 减半”（即自盈利之年起，前 2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后

续4年税率减少50％）等，并且政府明确表示，将一直致力

于完善工业区鼓励投资机制和政策。

在相关资源的配置上，王友华还介绍，越南的水、电、

燃气、房租等价格较国内更便宜，可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在地理形成的优势上，越南有漫长的海岸线，众多

的港口码头，这将提升运输便利性，降低货物运输成本。

资源短板须重视

TPP形成的发展优势，从产业归属上看，将让纺织服

装、制鞋、水产品等越南重要的出口产业直接受益。

据介绍，在越南有产能布局的龙头企业将迎来利好，

如已进入越南市场的国内纺织龙头鲁泰、百隆东方、华孚

色纺。一旦TPP形成的零关税得以实施，这些企业的订单

量增长几乎不存在变数，而相对低廉的人力成本与当地优

惠的税收，更将有助于盈利能力的提升。对此，越南纺织

集团有一个预测，TPP谈判顺利结束后，越南对美国市场出

口纺织服装的总额，将增加 12—13%，年均出口总额可达

300亿美元。

对于投资者而言，可期的前景为这里的发展赋予很多

想象。对此，王友华表示，越南随处可遇的商业空白，生机

勃勃的经济活力，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为瞄准越南

市场的中国企业创造了无限可能。

不过，越南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的国家，很多

产业发展不足，如钢铁、石化产业发展不足，工业机械也大

多依赖进口，如此导致企业设备维护成本较高。另外，物

流条件也制约了越南对外贸易的发展。

“越南现在最缺的主要是大型的基础工程建设，如港

口、高速铁路等。”王友华指出，假如这些基础设施配套到

位，加上TPP的最惠国待遇，越南经济一定能迎来更新的

发展空间。

TPP吸引中资企业
参建越南园区

本报记者 王雅静

视野

北京石景山区鲁谷东街 26 号大

院内，疯长一夏的野草从水泥路面上

扭曲着出来，在路边幽幽摇曳，时至

今日，一片泛黄；寂静的大院内难见

人影，只有一个门卫靠在墙边无聊地

打发着时间。西边，一墙之隔的大公

馆人来车往，让这里更显得萧条冷

落。这便是北京市国中景山压力容

器制造公司（下称国中公司）的所在

地——被列为外迁京企大军中的一

分子。

张胜文坐在三层的办公室内对

着电脑，像在看一份文件。门外人去

屋空，楼道幽暗；屋内一米多宽的办

公桌上，灰尘一层。

对于记者的到访，他憨笑着说，

“没有人了，显得有点空。”

作为经营 30 多年的国中公司的

负责人，张胜文还是一如既往地到公

司报道、坐班，即使从去年年底开始

就再也没有开工。

对他而言，或许这是一种坚守。

“目前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能拿到合

理的补偿，企业才有活下去的可能。”

张胜文苦笑着对记者说。

可对于这份不明确的等待，还有

很多不确定性。

撇不清的关联

针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现状和任

务，北京市从2014年开始不得不对现

有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此深化工

业污染治理。随之而来的是，铸造、

化工、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外

迁潮的来临。

张胜文的公司——国中景山压

力容器制造公司属于铸造门类，外迁

榜上被标明。

而对于这样的结果，张胜文似乎

也早有预料。“西边一墙之隔是大公

馆，北邻莲石东路。像我们属于制造

行业的企业戳在这，对于市容和区域

定位是有些不妥。”张胜文因此说，政

府层面上的决定，他本人是没有任何

异议的，现在最大的疑虑是补偿问

题，“包括母公司在内，能不能得到补

偿，将直接决定着企业外迁以及外迁

后的生存境遇。”

张胜文所说的母公司，是指金宝

山投资管理公司。而公司之初，就与

母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有时

代背景。

1983年之前，张胜文土生土长的

地方还叫八宝山大队，下属还有15个

小分队；1983年“三中全会”后改革实

行“分产到户”，大队也就被“八宝山

农工商联合公司”取代。北京所有的

区县都实行了改制，这是国家政策使

然，原来的小分队也演变成从属于联

合公司的食品公司、蔬菜公司、畜牧

公司以及服务公司等。到 2008 年，

“八宝山农工商联合公司”变成“金宝

山投资管理公司”。这其中，金宝山

投资管理公司通过对年段的划分，分

出原成员和现成员两类型成员，以买

断原成员“农龄”的方式，简化部分人

员后，把剩下的资产以股份的形式分

配给现成员。

因此，张胜文有两个身份：一是

母公司的股东，二是国中公司改制后

51%的持股人，而国中公司另外 49%

股份的拥有者，即金宝山投资管理公

司。

“说是独立法人吧，与母公司有

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还要养活母公

司摊派下来的 50 名员工。说是隶属

关系呢，现在又对我‘不闻不问’。”

正是这理不顺梳不通的关系，让张胜

文感到心力交瘁。

或倒在外迁路上

作为国内成立最早的压力容器

专业制造厂家之一，国中公司具有

一、二类压力容器的设计和生产资质

以及拥有《D2 级压力容器制造许可

证》、《D2级压力容器设计资格证》的

专业化股份制企业，其生产的产品销

往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连续8年

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重

合同守信誉单位”。

据介绍，国中公司自1984年创立

以来，就向母公司以租赁的方式取得

了土地使用权。为了维持企业运转，

张胜文又招商引资，围绕场地建设了

一圈的平板楼对外出租，每年的收入

用来反哺企业职工以及母公司摊派

下来的 50 名员工。自从去年租地合

同到期后，母公司便不再与其签约。

北京市对相关产业做出外迁方

案后，作为母公司的金宝山投资管理

公司与国中公司就不再签约，接下

来，也就是2014年11月11日，将曾经

派遣的 50 名员工宣布“召回”。母公

司这一“断粮、断水”的做法，让国中

公司猝不及防。

如今，这家成立相对较早的专业

企业却面临着“关门”的危险。记者

了解到，这与企业常年积累的“疾病”

有很大的关系，弊端在市场低迷的当

下被无限地放大，内部面临的问题也

被凸显。

例如，企业属性使然，员工老龄

化矛盾非常严重、母公司摊派人员也

给公司发展带来非常大的阻力。

对于以后，张胜文似乎只有两条

路可走——外迁和倒闭。

未来不可测

据了解，压力容器行业虽然是高

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

高一低”产业，但国中公司凭借多年

市场运作和质量优势，综合竞争力和

行业占有率，在同行中一直稳中有

升。

“金宝山投资管理公司每年租地

收费，国中公司每年为此要付出 300

万元作为代价。”张胜文表示，围绕厂

房，建了一些厂房并对外出租，不但

减轻了企业经营压力，也反哺了母公

司。

“公司走到今天，一是在产品创

新上有待强化，二是企业的发展背的

包袱、遇到的阻力太大了。”张胜文

说，这个行业的薄利化趋势是既成事

实，但行业的增长空间仍然存在，如

果得不到及时“补血”，企业这次就难

以闯过这一关。

“尽管我知道，在一个黄金地带

让一个制造业存在是不合适的，但让

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净身出户’，应该

有一个救济办法。”张胜文一直向记

者表明，北京市做出企业外迁的决

策，自己是拥护的，问题是包括补偿

在内的相关政策，应及时跟上，这样

让企业搬迁得更快些，让异地创业更

稳些。

对此，他也主动考察了河北几家

园区，邯郸、唐山考察了一圈之后，最

终让他心灰意冷。

“园区当然希望我能去投资，但

他们对企业投资的用地数量相对较

大、成本相对也高，企业选择灵活性

不足，弹性较小；还有一点就是公司

与母公司的一些问题还未得到梳理，

公司自身资金短缺问题依然是主要

问题。”

张胜文说，如果母公司能给予一

定的补偿，他当然会选择“走出去”，

哪怕是跟别的厂家“入伙”，公司至少

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在他看来，市场相对好的时候，

自己所在的企业为母公司解忧，现

在，公司面临外迁，上面却采取“一刀

切”方式，并且对那些成熟的基建设

施和设备，通过“一刀切”的方式撒手

不管，这种做法对外迁企业来说显失

公平。

外迁京企高管告白——
离开你，才知脚步如此沉重

本报记者 石岩

在非首都功能外移中，产业转移一

直被认为是京津冀规划中的重点和难

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至此已经

确立，随着产业转移的细化、落地，产业

园的发展前景备受业内关注。与此同

时，产能过剩，园区产业特色不突出，入

驻率低，京津部分园区成了“鬼城”。事

实上，京津冀的众多园区如同其他大部

分园区一样，在各自的定位中重新寻求

一条再发展甚至再生存之路。

产业园区再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对

各参与主体来说都面临着“如何走”的

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华夏幸福便成为

了一个园区甚至房企转型发展的“参照

物”。华夏幸福基业股份公司公布的

2015年上半年报告显示，销售金额首

次进入行业前十强，净利润增速超过

30%。有业绩站出来说话，公司被视为

行业标杆似乎也理所当然。

做新城运营商

“华夏幸福在最初发力的五年内，

一直坚持产业优先，包括整体盈利打

造、资源的分配等等，一切产业优先，就

为了打造有特色的产业。”据华夏幸福

基业集团副总裁赵威此前的描述，自

2002年 ，华夏幸福便开始布局产业地

产，力度之大令业内诧异。

在产业地产方面，华夏幸福算是行

业先行者，但起初只作为一家房地产开

发商，城市地产及其他收入同比增幅就

达286%。发展了这么多年，现在，最新

的标语已变成“产业新城运营商”。

根据华夏幸福 10 月 13 日公布

2015年7—9月经营情况简报，华夏幸

福整体实现销售额148.07亿元，同比增

长11.40%。其项目固安孔雀英国宫部

分楼盘本年累计销售面积366.67平方

米；并且，香河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的大运河孔雀城六期项目本

年累计销售面积 215,733.61 平方米。

华夏幸福的销售成绩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企业报》记者实地探访华夏

幸福的固安项目，项目的销售人员透

露，“孔雀城的房子特别火爆，刚开盘便

销售一空，很多人排不上。”

不过，在最新公告中，华夏幸福的

签约销售面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当然，华夏幸福早已将产业地产作为主

营业务，这个数字，或许在一定程度上

证实了，华夏幸福正在下一盘大棋。

华夏幸福的 2015 年上半年报显

示，产业新城营收 130.2 亿元,同比增

25.35%,上半年依然主要由环北京区域

贡献业绩,营收达150.9亿元,后期发力

的浙江嘉善区域和无锡区域营收分别

达到12.6亿和3.4亿。

固安工业园成经典

在华夏幸福的诸多项目中，名声

在外的固安工业园区同时受到业内

人士的推崇。

固安工业园也是唯一一个入选国

家发改委 PPP 项目库的产业新城案

例。与此同时,7月国务院办公厅通报

表扬固安PPP模式,国家发改委推出13

个PPP示范案例中,固安工业园区新型

城镇化项目代表河北唯一入选。

华夏幸福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固安工业园主打装

备制造业，目前阿尔西制冷工程技术

(北京)公司、上海联孚新能源科技公

司、北京联飞翔科技公司、北京航天振

邦精密机械公司等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已进驻。”

据悉，固安工业园区在产业基地附

近设置了生活配套区，规划建设居住、

商业、文化娱乐和医疗服务等全方位配

套服务设施，为入园企业员工提供完善

的生活服务。未来三年园区还将建设

医疗卫生服务站、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商业中心和酒店等配套设施。

上述相关负责人还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华夏幸福上半年公司产业园

新增入园企业65个,签约投资额253.4

亿元,较去年同期同比上涨19.6%。同

时，与中国卫通集团、中科财经、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太库科技等

单位，开展产学研全方面合作。

“产业园最看重整套的思维，行业

属性和内在规律是做好产业园的关

键。”赵威所反复强调的，华夏幸福的

“产业大棋”似乎刚刚完成初步布局，

相对于开发商的身份，“产业新城运营

商”将成为华夏幸福更为人知的品牌

定位。

做大园区增量

固安工业园项目为华夏幸福扩大

增量业务奠定了基础。

近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宣布达

成战略合作，投资41.5亿元共同打造北

方车辆汽车产业园。

据介绍，双方的合作将以北方尼奥

普兰客车和北方旅居房车两大民品为

重点业务，共同构建车辆研发生产平

台、智能制造平台、信息化管理平台三

大平台，最终形成客车、房车等一体化

的汽车研发制造产业基地。

记者了解到，北方车辆汽车产业

园投资额共计41.5亿元，拟落户于华

夏幸福现有产业园区或双方共同确认

的产业园区。未来，该产业园将成为

尼奥普兰客车（北方客车）的生产基

地。双方还将建立北方车辆智能制造

研发中心项目，重点涵盖自动化装备

制造及机器人系统集成、系统应用等

领域。

北方车辆汽车产业园的建设，将更

好释放北方车辆在客车、房车领域的丰

富资源及技术人才储备，并加快整车制

造领域的智能化升级步伐。

华夏幸福依托产业园唱“大戏”
本报记者 李霂轶

华夏幸福基业布局开发区 王利博制图

“ 在外资的进入和带动下，遍布越南国内的

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已成为越南出口经济的

龙头。对中国投资者而言，越南随处可遇的商

业空白，生机勃勃的经济活力，与中国千丝万缕

的联系，都为瞄准越南市场的中国企业创造了

无限可能。

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