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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去产能河北首当其冲。

8月15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有效实

施今年的去产能任务，河北省坚持市

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并举，打

好钢铁煤炭去产能攻坚战。按照统一

部署，张家口、保定、廊坊3市钢铁产

能将全部退出。这意味着，在未来 5

年内，“张保廊”三地的产业布局将会

有较大的改变。

曾以高耗能、高污染产业
而出名

提到廊坊市的去产能，不能不说

该市的胜芳镇。据当地人介绍，胜芳

镇产业以钢铁为主，曾以高耗能、高污

染产业出名而备受社会诟病。

“河钢集团在廊坊地区没有任何

钢铁企业，所有的钢厂包括胜芳的钢

铁厂都是非法的，都应该淘汰掉。”8

月18日，河北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钢公司一位工作人员针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关于“廊坊市胜芳镇的一些

钢铁厂一直以来为业界所诟病，为什

么还没有关停”的提问，显得有些激

愤。

借助钢铁、管材等高耗能、高污染

产业，胜芳这个在北京眼皮子底下的

华北小镇在过去30年中蓬勃发展，长

期以来，钢铁工业都是胜芳镇经济发

展的支柱产业。

据胜芳镇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如

今，镇域面积104.7平方公里的胜芳镇

至少有130余家钢铁生产及加工企业，

形成了炼钢、热轧、冷轧、制管产业集

群，钢铁深加工能力占河北省的1/8。

其中，前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胜

芳钢铁产业中的龙头老大，每天的产

钢量在一万吨左右，总资产超 40 亿

元，年销售收入超百亿元。早在2006

年，前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纳税就

突破 4 亿元，是廊坊市民营企业第一

纳税大户。

当地一位活跃于政商两界的知情

人士向记者透露，除了130家合法注册

的企业，胜芳镇还有相当一部分未经

过工商注册的钢铁生产及加工企业。

2014年完成
市财政的四分之一

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胜芳镇及周边镇上的各种涉钢企业加

起来，总数在1000家以上。“这些企业

都是给胜芳镇做配套的，包括天津西、

廊坊南的很多涉钢企业都是胜芳人

的。”该负责人说。

仅仅上述130余家钢铁生产及加

工企业，就具备钢坯年产能400万吨，

热轧年产能 1000 万吨，冷轧年产能

650万吨，制管年产能500万吨。

记者几经辗转，也未从相关部门

获得胜芳镇最近几年的涉钢产业数

据。但是胜芳镇财政部门给出的数据

却能看出这个小镇的产业对于霸州市

财政收入的意义：仅 2014 年，下辖七

镇五乡的霸州市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31亿元。同年，胜芳镇完成的财政收

入是7.05亿元。

借助钢铁产业，胜芳镇一直位列

河北省十强镇，并且造就了一批富

翁。胜芳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把胜芳

比作“一台赚钱的机器”。

在新一轮去产能的严峻形势下，

胜芳这台“赚钱的机器”是否会停止运

转？在记者采访中，除了了解到部分

企业搬迁“入园进区”外，无论是从官

方，还是从民间都没有得到相关信息。

8月19日，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一

家民营轧钢企业老板十分坦诚地告诉

记者：虽然去产能形势严峻，但我们这

里还是不会受太大影响，最多也就是

搬迁而已。当然，也不排除有关停的

可能，这考验着政府的勇气和智慧。

如果有这个勇气，那也是史无前例。

所以，我们现在是能赚钱就尽最大可

能多赚一些。“不过，这种感觉就像在

钢丝上跳舞，没准哪天就真的把我们

关了。”这位老板笑着对记者说。

廊坊市的另一家民营钢企老板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笑称：

“这一轮去产能堪称‘史无前例’。”

在7月9日当天的行动中，霸州市

新利钢铁公司一座450立方米高炉被

拆除，随着这座已经熔炼了将近15年

的高炉寿终正寝，廊坊市将压减炼铁

产能52万吨。

在京津冀协调发展大局下，传统

制造业正在三地呈现出递减的态势，

而文化创意、电子信息以及节能环保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正在逐步向京津冀

集中，并成为三地发展新的支撑。

北京领衔文创产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北京市人民政

府、天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

近日联合发布《京津冀产业转移指

南》，提出依托北京的科技和人才资源

优势，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承

担京津冀地区产业研发、设计、服务等

功能，辐射全国。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

京津冀地区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

面具有基础和优势，三地通过不断优

化产业结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已经形成了优势资源互补、生态环

境优化、产业错位发展布局的总体格

局。

中融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运营总经理王勇盛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公司目前主要业务在北京，在

京津冀协调发展大局下，不排除今后

拓展相关业务的可能性，因为这是一

个好的机遇。作为文创产业来说，北

京历史文化古迹较多，可借鉴上海迪

斯尼乐园的成功经验，遵循“历史＋文

化＋旅游＋创意”这样一个发展主题；

天津是港口城市，可着重发展港口旅

游、租赁、产业园区等；河北可以借助

北京的历史背景，发展北京周边旅游

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背景下，顺

利承接北京产业转移。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北京市文

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从2010年的1697.7

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3072.3亿元，年

均增长 12.6%，占全市 GDP 比重提高

到13.4%，居于全国首位。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和天津市委宣

传部于2015年7月印发的《天津市推

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行动计划（2015—2020 年）》则

提出，到2020年，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

市生产总值比重力争达到8%，将建设

一批特色鲜明、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的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培育和引进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突出的

文化创意龙头企业。

河北省委、省政府近年来也相继

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河北省文化产

业振兴规划(2010—2015年)》等一系列

文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全省文化产

业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

电子信息一同发力

日前，首届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

合作项目洽谈会在河北省保定市涞水

县产业新城举行，推动电子信息产业

在涞水落地。至此，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格局下，廊坊、固安、涿州、涞水等

形成的环北京大七环都市圈已经形

成。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我们

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北京

明略软件系统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TO冯是聪对记者表示，公司参与了

很多京津冀协同合作的活动，河北比

较多，北京和天津也有一些，其中一个

项目是帮助石家庄的邮政储蓄银行做

贷款风险管控。

企业的积极参与，极大推进了京

津冀电子信息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据记者了解，作为战略支柱产业，2015

年，北京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实现增加值2372.7亿元，增长

12%。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今

年8月发布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规划》指出，2020

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目标是

收入突破1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0%

以上；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超过

11%。

河北省政府于 2015 年底发布的

《河北省电子信息产业“十三五”发展

规划 (2016—2020年)》指出，2014年全

省电子信息产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187亿元，比2010年增长36%，位居全

国第 13 位，实现利税 130 亿元。到

2020年，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预计达到3000亿元，年均增速约

20%，其中软件信息服务业达到 1500

亿元，占电子信息产业的比重达到

50%。

天津市工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6年前5个月，天津市电子信息产业

完成投资149.8亿元，同比增长21.6%。

节能环保新能源受瞩目

日前，由河北承德市委、市政府主

办的京津冀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建设招

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推介会上共签

订35个节能环保项目，集中发布78个

节能环保项目，项目投资规模达558亿

元。

英利集团宣传部部长王志新对记

者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河北

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尤其是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节能环保新能

源，本身有政策支持，发展机会更好。

英利集团对自己的产业布局进行了一

个清晰的定位，在河北衡水、保定以及

保定的蠡县等都建设了生产园区、生

产资料的基地。园区定位为制造总

部，主要是发电和一些太阳能产品；然

后在天津也有布局，将其定位为出口

基地，利用天津的港口优势和物流优

势以及它本身的政策优势做好光伏产

业的出口。

河北在全国的新能源大省里名列

前茅，包括英利、邢台的金龙、廊坊的

新奥这三个是代表企业。另外，光伏

产业对于以钢铁、煤炭等为主要产业

的河北来说，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契

机，新能源本身具有环保、发展空间大

的优势。

政策方面，京津冀三地继续深化

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加大对高耗

能、高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三地日

前联合制定印发了《京津冀大气污染

防治强化措施(2016—2017年)》，推进

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京津风沙源治

理二期等重大项目建设。据统计，

2016年上半年三地PM2.5平均浓度分

别下降了17.9%、12.5%和20.3%。

据北京市发改委规划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北京节能环保产业总产

值达到5000亿元，占全国节能环保产

业总产值的10%以上，增加值占全市

GDP的比重达到4%左右。

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兴产

业在天津投资也正在加速，传统产业

放缓。天津市工信委提供的数据显

示，2016年前5个月，天津市装备制造

业完成投资 606.1 亿元，同比增长

10.6%；新能源新材料完成102.5亿元，

同比增长25.4%。

河北省201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实施方案》也

指出，河北省环保产业的发展目标是

产业规模快速增长。环保产业销售收

入年均增长 30%左右，2015 年达到

1000亿元以上，到2017年达到1800亿

元以上，培育年销售收入超100亿元企

业1家、超30亿元企业4家、超10亿元

企业17家。

京津冀战略新兴产业布局调查
本报记者 朱虹张蕊

本报记者 洪鸿

去产能特写：钢丝上跳舞的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