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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辽宁调兵山市的辽宁通用煤
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立军却比平时
更忙，成功销往新疆的掘进机敲开了新市场
的大门，企业近日在新疆设立了分公司，准备
借此开拓中亚市场。

这几年，在调兵山这座因煤而建的资源
型城市里，“走出去”的不只是原本仅依赖本
地矿产资源过活的企业，整个城市都在寻找
发展的新路子。

经过几十年的开采，伴随着资源开发产
业的萎缩，调兵山面临的形势一年比一年严
峻，环境受到污染、发展后劲不足，转型成了
当务之急。于是，调兵山开始了以对外开放
为推动力、以产业转型为引领、以循环经济为
基本路径的转型之路。近年来，一批事关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落户调兵山，中国大
唐、中国国电、中国水利投资等知名大企业汇
聚于此，夯实了城市转型的基础。

调兵山市市长王永利告诉记者，“煤炭产业

是调兵山的传统优势产业，这个资源不能丢。”
调兵山通过提升工艺和开采水平，实现

了安全开采、绿色开采、保水式开采，合理开发
和保护了有限的煤炭资源。推进建设投资 30
亿元的煤矸石发电二期工程及煤层气发电、三
峡新能源集团风力发电等项目，这些项目将形
成由煤矸石发电、风电、煤层气发电、生物质能
等构成的“一元为主，多元发展，清洁低碳，综
合集成”的新型能源产业结构。

调兵山市的能源、生物化工、机械制造加
工等产业正在加速崛起，目前已经形成了以
生产经营采煤机、掘进机等大型采煤设备及
配件加工为主的辽宁省重点产业集群。调兵
山以此为基础还打造了东北煤机物流中心，
使之成为煤机装备及配件展示、销售、租赁、
仓储、物流为一体的全国第一家现代化煤机
超市，实现了“不出调兵山就可以装备一座矿
山”的发展目标，省内外、国内外采购商纷纷
来此采购设备。

近年来，东北地区积极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产业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吉林辽源的纺织袜业、铝制品精深加工，

辽宁阜新的液压装备制造，盘锦的石油装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

制造及船舶修造等接续替代产业已初具规模，资源枯竭城市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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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业基地早先一般建在城市边缘。但随着城市扩容，老工业基地绝大多数

成了城市中心区。这造成一方面，工业企业扩大生产受到局限，另一方面，老工业

基地区位商业价值凸显，功能却不吻合城市中心区位需求。搬迁改造是最佳方

案。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通常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搬到哪里去，二是钱从哪里

来。近年来，东北 10 个城区老工业区在政策支持下开展搬迁改造，积极探索新型

投融资模式，取得了较好效果

“调”出转型发展新路子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崔俊影

晨鸣纸业北上吉林兼并了老国
企吉林纸业以后的相当长时间无法
赢利，其重要原因是企业老旧，难
以满足现代生产需要。搬迁再造是
企业新生的最佳方案，但搬迁再造
算下来需要经费 28 亿元，这成了晨
鸣纸业做大做强的“拦路虎”。

2011 年 3 月，吉林市政府与国
家开发银行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共同出资成立投资公司。吉林
市政府授权投资公司作为该区域唯
一的城市开发平台，投资、贷款双
渠道融资；地方政府赋予公司土地
收储职能及部分特许经营权，通过

“土地运作”滚动开发。同时政府
给予公司对区域内棚户区改造、基
础设施建设、企业搬迁涉及的各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的优惠，使公
司有了赢利模式和可持续发展的
可能。

晨鸣纸业以土地和厂房等地上
建筑获得了国开吉林公司 22 亿元的
对价补偿款，解决了企业异地重建
的绝大部分经费。晨鸣纸业总经理
助理郭钦彦告诉记者，“我们再利用
当地原料，调整产品结构，新上电
厂降低了成本，工人数量也从几千
人降到 800多人，企业效益可观。”

哈达湾老工业区位于吉林市城
区 中 部 ， 总 占 地 面 积 8.8 平 方 公
里，现有居住人口 5 万多人。“一
五”时期，国家 156 项重点工程中
的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炭素厂落户
哈达湾，“二五”时期以后又陆续建
成吉林造纸厂、松江水泥厂等大型
企业及一批中小企业，并配套建设
了大量职工住宅和商业设施，形成
该区域工业区与商业区、居住区混
杂连片的布局。

2011 年 ， 吉 林 市 正 式 启 动 实
施哈达湾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工
程，成立了哈达湾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指挥部。吉林市计划利用 8 年左
右时间将原有工业企业全部迁出，
腾空区域建设以生态居住、高端服
务为主的现代化新城区，从而实现
企业再生、产业重构、功能再造、
环境重塑、改善民生、带动新区的

“多赢”发展目标。
哈达湾老工业区搬迁改造项目

的实施，探索了一种既充当项目贷
款方又充当项目主体的“投贷结
合”的新型资本运营模式，改变了
过去地方政府以 BT、委托代建为
主的融资方式，是对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新模式的有益探索。

“转型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战略，早
转早主动，晚转更被动。”黑龙江省鹤岗市市
长张雨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鹤岗正
在探索的转型之路。

在转型方面，鹤岗市紧紧依托现有 26 亿
吨煤炭资源，大力发展煤化工产业，形成煤制
天然气、煤制乙二醇、煤制油等多个产业链，
实现从煤化工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的“吃干
榨净”。

在中海石油华鹤煤化有限公司，记者看
到 180 万吨洗煤项目已投入运营，煤制气项
目也已开始供气，可满足 12 万户居民的用气
需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个项目只
是该公司煤化工产业链上的两个点，待全部
项目建成后可以实现年销售收入 20 亿元，利
税 8000万元，吸纳近 2000人就业。

在七台河市，这里的工业经济中非煤产
业比重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在七台河新兴
木制品产业园区里，入驻这里的双叶家具负

责人告诉记者，双叶家具已经从地方品牌逐
步成长为国内实木家具排行前五名的企业，
产品远销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虽然七台河
没有林业资源，但依托新兴木制品产业园区

“借水养鱼”，整合了周边 500 公里范围内的
木材资源，形成了以家具为重点的木制品产
业。木制品加工、新材料等产业已经初具规
模，正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同为煤城的鸡西，则将转型升级的抓手
瞄准石墨和绿色食品。

作为中国石墨之都，鸡西已经与北汽集
团签约，投资 25 亿元建设新能源汽车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和石墨深加工项目。同时，优
质而丰富的石墨资源也吸引了目前世界最大
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供应商深圳贝特瑞公
司落户，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在鸡西打造
一条完整的负极材料产业链。产业链的形成
将使鸡西一改过去只能生产低端石墨产品而
无法生产高附加值石墨产品的历史。

哈尔滨市香坊老工业区位于
哈 尔 滨 市 东 南 部 ， 是 “ 一 五 ”、

“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以机
械、机电、锅炉等产业为主导的
老工业基地。随着城市版图的扩
大，一些企业已经不适合在中心
城区发展，加快推进老工业区企
业整体搬迁迫在眉睫。

香坊老工业区内企业整体搬
迁后将腾退土地 2.5 平方公里，那
么腾退出来的土地做什么？记者
在地处老工业区腹地的哈尔滨啤
酒厂采访时看到，以往热闹的厂
区已悄然无声。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哈尔滨啤酒已经整体搬入新
厂区，现在的厂区根据规划除了
建 设 全 市 最 大 的 啤 酒 休 闲 广 场
外，还将在保留历史建筑的基础
上建起一座啤酒博物馆。而不远
处的木材厂原址上将兴建东北文
化创意基地。保留下来的东北老
工业基地遗址，不但可以提升城
市内涵，更可以以此为契机开发
工业文化旅游。可以说，这是在
以往哈尔滨城区改造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举措。

日前，相关部门已起草完成
《香坊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实施
方案》，提出构建“两轴七区”的
总体格局：依托信义沟和铁路沿
线规划建设两条生态廊道，形成

两条发展轴线；辟建城市商务休闲区、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教育科研区、生态居住区、博览展示区、主题公园
区和都市工业区等新型发展空间。香坊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包括企业搬迁、新产业培育、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治理、社会事业等 93 个项目，总投资约
430亿元，计划分 10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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