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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家去产能目标持续
向前推进，中部能源园区产业资
源配置面临发展瓶颈。

“能源产业园区应该抓住资
源城市转型发展的机遇，把企业
发展与资源特色有机结合，延伸
产业链，以医药、装备制造业、规
划新能源产业等齐头并进的发展
格局，实现传统商业转型升级。”
大同开发区招商局局长李云平
说。

有园无业的尴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中国主

要是以化石能源形成的庞大能源
体系面临危机。同样，长期以来
对化石能源的补贴政策亦会发生
改变。过去，能源给园区发展带
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中部产业园
区享受优惠政策攫取红利的开发
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
园区成为所在城市的重要经济增
长点以及一系列环境的快速变
化，中部不得不尝试向创新突破
阶段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中部发
展意识浓厚，造成其近年来依靠
得天独厚的能源出现了大量的产
业园。但在国家持续去产能的背
景下，以煤炭等产业为主导的园
区却忽视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产
业链单一。如何破解上述壁垒，
实现高新技术为主的产业集聚？
这对于中西部园区的发展极为重
要。

“能源区域性过剩的问题，导
致今天对化石能源的能效衡量标
准出现了问题。”晋商文化交流协
会副会长郭志勇说，从中国能源
的发展趋势看，煤炭将在能源的
比例中占有率持续降低，绿色和

低碳是发展的主要方向，这是一
个必然趋势。

“从能源利用本身出发的自
我革新来看，可再生能源的优势
将逐步凸显，传统化石能源会进
入一个衰落期。转型是必然趋
势，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园区转型
势在必行。”繁峙县人大原主任李
慧英这样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中部以能源为主导产业的园
区正面临有园无业的尴尬。记者
在采访开发区中了解到，过去入
驻的数十家企业生产规模偏小，
煤产品单一。而在现阶段，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些园区中
起主导影响力的企业正在“逃
离”，而其他工业产业分布过于分
散，企业产值较低，没有形成发展
规模。

而在郭志勇看来，一部分资
源枯竭型城市提出的制造业，如
医药、机械装备、新能源装备、新
材料的发展思路实际上处于各
类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偏低的情
况。

新能源产业
高地隆起

“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
需要直面能源问题的症结，破旧
立新对于建立能源领域的新模式
有极大意义。”李慧英认为。

过去，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冲
击下，繁峙县以铁、金、钼为主的
矿产业步入低谷。近年来，繁峙
县紧紧围绕转型发展，一方面引
导矿山企业扩规模上档次，延长
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
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另一
方面转型发展新能源，目前已形
成雏形，紫金矿业、中兴公司、华
茂公司、金德成信公司及华能、诚
达等风电集团均在砂河镇周边落
户。

而对于大同来说，煤炭资源
虽然给大同带来了“一煤独大”的
产业包袱，但也为开发区发展煤
矿机械及机械装备制造以及规划
中发展新能源产业提供了良好的
产业前提和条件。

7月19日，大同市与汉能移
动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同煤集团
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汉
能移动能源产业园项目正式落户
大同。这是大同产业升级和新能
源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当地
的产业结构将带来质的提升。

大同移动能源产业园项目充
分利用汉能在高效柔性砷化镓及
铜铟镓硒薄膜发电等方面全球领
先的技术态势，整合薄膜发电高
端装备制造、薄膜电池技术研发、
组件生产等核心优势，打造高度
集成的产业链。该项目依托大同
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光
伏扶贫基地两大市场，分三期布
局和建设，建成后年总产能为
620兆瓦。有消息显示，该项目
有望落户大同经济开发区。

李云平告诉记者，“大同移动
能源产业园项目对促进大同市节
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
重要意义，并将配合能源革命和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在新能源、装
备制造、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

（上接第十版）
福建省绿筑钢结构工程有限

公司总经理蔡逸萍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仅仅钢
结构这一细分领域中装配式建筑
的行业创新，为特色小镇众创空
间、公共建筑等带来的改变都将
是颠覆性的。

蔡逸萍举了个例子。建筑行
业这十几年从传统混凝土设计，
到现在钢结构装配式设计，再到

“组合箱形钢板剪力”等绿色建筑
钢结构装配式结构体系，其优势
可以用一组数字说明：造价基本
与传统混凝土持平，抗震增强，工
期快2/3，使用面积增加5%—7%
平方米，地下室车位增加30%，公
摊减少20%。

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大力发
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指出，
到2020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
建建筑的比例将达到15%以上。
到2020年，培育50个以上装配式
建筑示范城市。同时，鼓励各地
制定更高的发展目标。

而上述技术可广泛用于特色
小镇中的办公大楼、学校、医院、
商业住宅、酒店等基础建设项
目。蔡逸萍预测，未来，钢结构装
配式建筑将成为特色小镇的标
配，而特色小镇以其创新、开放的
发展面貌示人，也一定会是绿色
建筑在未来的引领者。

推动行业革新

可以预见，未来行业的革新
成果将首先运用到特色小镇等新
型城镇化领域。

以学校、运动场等公共建筑
空间不可少的塑胶跑道为例，近
两年来，“有毒塑胶跑道”情况在
北京、深圳、上海等大城市接连出
现，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
题。而究其原因，便是劣质的塑
胶跑道中混入有毒害物质。

相比而言，水性环保塑胶跑
道则具有体系完备、原材料必须
真材实料、无法造假等优点。
2014年7月29日，中国上海第12
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上铺设的田径
跑道便是水性环保跑道。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副会长、
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防水分
会会长、上海台安集团执行总经
理何家旭介绍说，台安集团近年
来一直致力于绿色建材开发和绿
色校园体系的推广，并建立了实
验室，为环保塑胶跑道等新技术、
新产品的落地提供支撑。至今台
安集团提供的水性环保塑胶跑道
产成品参与施工的成功案例已经
超过二十几个。未来，这一创新
成果将广泛运用到特色小镇等领
域。

北京屋联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创始人蒋凌宏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特色小镇
生态环保、宜居宜养的发展理念，
是对解决“大城市病”、改善农村
生活环境等问题的探索。特色小
镇亦将是行业创新的试金石。建
筑防水等传统的行业企业只有在
绿色生态、保温防水、污水治理等
节能环保方面通过吸收、引进国
外先进的理念、设备和技术，转型
升级后，才能在特色小镇的市场
竞争中抢占先机。

延伸产业链
中部能源产业园冲出尴尬境地

本报记者 汪晓东

（上接第九版）
中国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

划院副院长张朝伟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特
色小镇，是城镇化大趋势下防止
大城市病，避免农村人口过度向
大城市集中，又实现从农村转移
的唯一途径，是地方政府解决三
农问题、实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抓手，是以特色产业为支
撑实现“就地城镇化”的举措和模
式。

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就是现
代农业的一种形态。洛阳市凯
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兴业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产城融合强调特

色方面可以看出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和特色小镇发展上
的一致性。该公司投资建设的
农牧业生态园有奶牛养殖、牧草
及有机蔬菜种植、奶牛观光科普
基地等领域，下一步目标便是打
造现代化农牧业旅游观光示范
园。

土地、PPP政策细化
特色小镇受益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

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会副理事长
袁士畴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各类农业示
范园，还是农业特色小镇，一定要

跳出“三农”谈“三农”，要先有特
色产业才能建特色小镇。从上述
政策上可以看出中央政策的一致
性和连贯性。

此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在金融扶持、用地政策方面
的细化，也将使得特色小镇受益。

《方案》指出，将创新体制机
制，破解产业融合发展瓶颈约
束。按照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社
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完善农
村产业融合投融资体制机制，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建设和运营。

在加大项目资金支持力度方
面, 鼓励金融机构与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推广产业链金融模

式，加大信贷支持，探索通过“资
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支持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园区的入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发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企
业债券，鼓励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同时，支持通过 PPP等方式
建设示范园，撬动更多金融和社
会资本投入示范园建设和运营。

在土地问题上，《方案》指
出，将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依法
利用存量建设用地等途径，多渠
道保障示范园用地需求。针对
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等不同类型
项目，实施差别化的土地用途管
制政策。

产业融合示范园渐成农村“新风口”
各地特色小镇将联动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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