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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17 年，我国新型城

镇化进程再次加快。新型城镇

化对旅游产业而言是重要的历

史机遇。一些领先企业率先布

局文化旅游相关的新型城镇化

业务，成功抢占了战略发展高

地，取得了骄人成绩。如华侨

城集团近年围绕“城镇化”践行

“文化+旅游+城镇化”和“旅游+

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模式，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官方数据

显示，2016 年华侨城集团接待

游客 3120 万次，营业收入达到

536 亿元，利润突破 90 亿元，企

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顶层设计
激发跨越能量
在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过程中，华侨城将自身发展文

化旅游的核心能力与国家战略

进行了深度对接，率先找到了

独特的参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模式。

作为行业领军企业的华侨

城集团早已洞察新型城镇化建

设这一机遇，积极主动融入“新

型城镇化”战略，围绕“文化+旅

游+城镇化”及“旅游+互联网+

金融”的创新发展模式，深挖新

型城镇化、特色小镇开发、全域

旅游、大众旅游时代、PPP模式、

地方国企重组等战略富矿。

纵观华侨城旅游产业的发

展历程，围绕“城镇化”做文章

是 其 必 然 选 择 和 特 长 所 在 。

1985年从深圳湾畔的一片滩涂

起步，华侨城如今已连续多年

雄踞全球主题公园集团“亚洲

第一、世界第四”。旗下的锦绣

中华、世界之窗、欢乐谷、东部

华侨城等景区是陪伴几代人成

长的“国民旅游区”，“欢乐谷”

更是国内主题公园行业唯一中

国驰名商标。与不少旅游产业

运营商不同的是，华侨城的文

化旅游串联起了产业、人口、资

本等核心要素，与区域共发展、

共繁荣，有效提升了城市功能

和竞争力。这是华侨城独特而

有魅力的“造城”模式，它和新

型城镇化一样，对区域的发展

推动明显。

新模式则将华侨城的“造

城”能力推至新高。“文化+旅

游+城镇化”是华侨城“城镇化”

的战略核心，“旅游+互联网+金

融”则是城镇化项目的战略支

撑。在新模式助推下，2016年，

华侨城城镇化项目在广东、四

川、云南、海南、山西、河北等地

快速落地。

“全域旅游”
战场开辟
在集团大本营的深圳，华

侨城响应深圳市政府“东进战

略”和“大前海战略”，布局并启

动滨海华侨城、甘坑新镇、国际

低碳示范城、大鹏项目、坪山文

化旅游带、凤凰古镇、光明小

镇、西丽水源三村、深圳国际会

展中心、龙华红山文化商业项

目等十大重点项目。

与此同时，华侨城精耕四

川，签署安仁、天回、黄龙溪三

大名镇战略合作开发协议，与

甘孜州政府携手开发海螺沟景

区，深度参与四川新型城镇化

建设。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

区，华侨城正着力打造北京斋

堂小镇、南京欢乐谷、武汉杨春

湖城市副中心、南昌象湖之滨

等项目。

“旅游+互联网+金融”模式

则助力华侨城开辟“全域旅游”

的战场：战略入滇，与云南世

博、云南文投、云南城投三大文

化旅游集团全面合作，控股上

市公司“云南旅游”；放眼海南，

委托管理和提升改造三亚天涯

海角等知名景点；进驻秦皇岛，

通过收购兼并，托管山海关、老

龙头景区，开发经营南戴河娱

乐中心。回顾以往，可谓稳扎

稳打，步步为营。

日前，华侨城再出大手笔，

正式宣布与天津市西青区人民

政府签订京杭大运河（天津西

青）大型文旅项目，打造津门文

化新名片。良好开局，预示着

华侨城新型城镇化业务在今年

的持续、深入、快速推进。

改革创新
保障发展后劲
华侨城对新型城镇化发展

模式的探索，不仅带动了自身

的增值，也拓宽了整个文旅行

业参与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为

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产业

难题提供了有益示范。

在新模式的推行过程中，

华侨城积极探索改革，推进内

外部体制机制创新。借混合所

有制激发活力，华侨城成功进

入了旧城改造领域；通过与民

企、国企、村集体企业“共享”项

目资源，增强业务拓展能力；设

立跟投机制，激发团队活力。

配合全国布局，华侨城还正式

创建了“战区制”管控模式，一

是整合华东、北方、西部三大战

区，二是成立华侨城文化集团、

资本投资公司、旅游景区投资

管理公司三大平台公司，三是

在深圳成立东部集团、西部集

团、光明投资集团等，构建了

“1+N”新格局，打造“服务+管

控”型区域公司。

有了发展成果的铺垫，华

侨城的城镇化道路愈加清晰。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出发点是惠

及民生。只有将满足人民群众

的实际需要作为发展目标，才

能真正摸清国家发展战略，这

是华侨城的优势及秘诀。作为

央企的华侨城始终紧跟国家发

展战略，以新型城镇化为战略

契机，以旅游产业为据点，以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引领

者”为目标，为中国人的小康生

活增添快乐与幸福的亮色。

借力新型城镇化建设
华侨城撬动增长极

本报记者 丁国明
2017年1月，广西百色市的中国

铝业广西分公司实现利润近 1.7 亿

元，超额完成了当月计划任务和考核

指标。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以氧化

铝为主要产品，被称为国内最好的氧

化铝工厂和中铝业绩的风向标。除

广西分公司外，中铝贵州企业、郑州

企业等以及铜板块、稀土板块和铝加

工板块旗下的各个公司，也都在春节

后超额完成了首月任务。

从 2016 年开始，中铝公司的业

绩利好不断涌现。去年，中铝全年

实现经营性利润 19 亿元，为 2008 年

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成绩，连续两

年完成了国务院国资委的考核任务

指标，利润增长幅度占我国冶金行

业一半。

作为我国最大有色金属企业的

掌舵人，葛红林到任中铝集团后通

过“加减乘除”法使其连续两年业绩

阔步增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和积

极反馈。中铝公司旗下的中国铝业

曾是 A 股的亏损王，而当前已经成

为跑赢沪港两地股市的资本市场新

宠。曾长期对中国铝业中性评级的

花旗银行认为，中国铝业正在转变

为低成本生产商。麦格理则推荐其

为金属资源首选股。而在中国铝业

H 股的大股东名单中，摩根已经悄

然跃升至流通股第一大股东，高盛

也跻身港股前五大流通股东。去年

9月，中国铝业获得了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

心评选的最具竞争力电解铝企业集

团、最具竞争力氧化铝企业集团。

2017 年，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窗

口和机遇期为中铝甩掉包袱爬坡过

坎提供了有利时机。中国铝业董事

长葛红林表示，2017 年中铝公司将

加快引领有色金属行业供给侧改

革，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和提质增

效，瘦身健体，深度运用“加减乘除”

法，深化推进精准管理，使中铝公司

全面进入转型升级发展的新阶段，

提振我国铝工业在全球的话语权和

市场地位。

“市场形势并没有转变，2016 年

全年因价格降低带来减利损失近50

亿元。”中铝公司新闻发言人聂震表

示，“但中铝通过降本实现大幅度增

利104亿元，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在市

场中摸爬滚打、拳打脚踢追上了市场

的步子。2017 年，我们的整体竞争

力将上一个新台阶，跻身行业上游。”

尽管铝行业供给侧改革和化解

产能过剩任务仍旧十分艰巨，大量

违规新增产能随着铝价回暖伺机而

动，市场仍然非常脆弱，但中铝管理

层仍然大幅度地上调了盈利预算，

并在内部大力度改革了考核方式。

据中铝内部人士介绍，对于中铝旗

下的各企业，2017 年的考核指标是

跳起脚来摘桃吃，用力不足、用力不

准就很难完成任务，而连续3个月偏

离指标，就会被诫勉谈话甚至调换

岗位。另一方面，中铝公司用“乘数

效应”加大了党建工作的考核权重，

最终各单位的考核成绩由生产经营

与党建考核成绩相乘，考评业绩平

庸的企业，主要领导必须引咎辞职，

而对于一线基层员工和治理有方的

经营团队，将得到擢升和奖励。

中铝供给侧改革
初显成效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上接G01版）
其次，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持

续调整优化，配置效率不断提

高。按照“巩固加强一批、创新

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

退出一批”的思路，近3年12对

22家中央企业进行了重组，同时

创新发展步伐加快，中央企业搭

建各类“双创”平台409个，搭建

“双创”孵化器和产业园区 201

个，发起和参与创新基金200多

只，总规模超过 6000 亿元。此

外，瘦身健体、化解过剩产能初

见成效。去年中央企业压减法

人单位2730户，减亏43.9亿元，

减少管理费用49.1亿元；化解钢

铁、煤炭过剩产能 1019 万吨和

3497 万吨；专项处置、治理“僵

尸企业”和特困企业398户。

改革的成效还体现在监管

效能的不断提升上。据肖亚庆

介绍，按照“以管资本为主加强

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国务院

国资委专门制订了职能转变方

案，对内设机构进行了优化调

整，同时持续推进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试点，10家中央企

业先后入围，而各省完成改组

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也达 52 家。此外，国有资产监

督进一步加强。国务院国资委

专门新设3个监督局，并打造监

督工作的领导决策、协调处置、

监督报告“三个平台”，外派监

事会监督力度不断加大。大部

分省级国资委建立了内部监督

工作协调机制，监督协同切实

加强，监督合力逐步形成。

重点突破层层推进
目前，国企改革面临着不

少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国

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合理现象仍

然突出，国有企业整体盈利能

力与地位作用以及拥有资产的

数量还不完全匹配，国有资本

运营效率和回报水平也有待于

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改革许

多难题还没有真正破解，不少

企业，特别是重化工行业的国

有企业包袱还比较沉重。

2017 年，国企改革迫切需

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快

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首当其

冲要深入推进的就是公司制股

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肖亚庆

透露，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

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按照完

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

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

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

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同时，加大力度全面完成国有

企业公司制改革，积极引入各

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探

索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改革。

国有企业的活力还来自于

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肖亚庆表示，要大力推进规范

董事会建设，切实落实和维护

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

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加快

形成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

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

着力深化企业三项制度改革，

加快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机

制，推进市场化选聘经理层、职

业经理人和薪酬分配差异化改

革，推行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

制和契约化管理。

2017年国企改革的第三大

关键内容就是要不断加大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围绕

服务国家战略，不断优化国有资

本重点投资方向，充分发挥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作用，促

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

置。要加快深度调整重组步伐，

稳步推动企业集团层面兼并重

组，加快推进钢铁、煤炭、电力业

务整合，进一步实施专业化重

组。要按照“三去一降一补”总

体要求，坚决打好瘦身健体提质

增效攻坚战，全面完成化解过剩

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任务。

同时，全面从严加强国有企

业党的建设，把党建工作总体要

求纳入公司章程，明确党组织在

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