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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形成循环生态链——

山鹰国际建华中绿色生产基地
本报记者 柳 洁

再 谈 恒 大“ 盖 楼 式 ”造 车

关于恒大造车，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反
响始料不及。

国家发改委最近又下发了一则《关于开
展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及项目情况调查的通
知》，“点名”要求各地详细报告恒大、宝能等
企业投资和拟投资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项
目，包括土地占用、建设内容、项目进展、完成
投资等。毫不意外，这则《通知》将恒大再次
推上舆论风口浪尖，掀起了其是否涉嫌“借造
车之名，行圈地之实”的大讨论。

恒大跨界造车，屡受各界质疑。这倒不
完全是作为造车新势力，舆论对其有所偏
见，而是在于恒大一系列操作让人感觉颇为
不“实”。从与贾跃亭“闪婚”又“闪离”，到

“口号式”造车规划；从“买买买”“合合合”
“圈圈圈”“大大大”“好好好”的造车思路，到
恒驰1至恒驰6的“盖楼式”发布，再到最后
被总结成“汽车投资+土地+上市融资”的造
车模式，不仅引发了公众各种吐槽，而且加
剧了人们对恒大“是否真造车，能否造好车”
的担忧。

造车先要有市场预研和产能规划，这是
常识。但规划脱离地球引力，就会闹笑话。
按照恒大此前公开的信息，2年至3年内首
期规划年产能为100万辆，未来10年则年产
能突破 500 万辆。这些数字究竟意味着什
么？不妨先做道算术题。2019年，我国新能
源汽车销量120.6万辆，今年预计与去年持
平，而恒大汽车一期产能，就几乎相当于全
国新能源汽车销售总量。厉不厉害？惊不
惊奇？意不意外？尽管国家最新发布的《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并
没有对203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新车销售
比例做出明确要求，但业内普遍预计1000万
辆已是相当乐观。也就是说，恒大将独占一
半。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如此“口号式”规
划，被质疑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买买买”“合合合”“圈圈圈”“大大
大”“好好好”的15字造车思路，从一发布，就
震惊汽车圈。按照恒大的解释，这是为了以

“金钱换时间”，加快造车速度。问题是，汽
车不是房地产业，而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
产业。我国过去几十年的汽车产业发展经
验表明，金钱能换来的大都是不重要或者跨
国车企淘汰了的技术，而关键核心技术，是
金钱买不来、也换不来的，需要企业在产品
的开发和市场的竞争中逐步积累，是个厚积

薄发的过程。显然，恒大还浮在造车大潮的
表面。

作为房地产大佬，跨界进军造车领域，本
就易引发人们对其产生是否“借造车之名，行
圈地圈钱之实”的联想，但恒大不仅毫不避
讳，似乎还深得其中奥妙。据媒体报道，恒大
汽车以投建汽车基地为前置条件，在不少地
方获得大量土地，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住宅
或商业用地。而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副
总裁级别以上的10名高管团队，除仅一人来
自乐视汽车，清一色是旅游和地产背景，又很
难让人确信恒大这是在真心造车？

坦率地讲，对于新势力跨界造车，包括
恒大，笔者是举双手赞成的。要知道，汽车
产业经过百年发展，格局与利益已经固化。
面对“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新趋势，传
统车企受思维定式、技术路径依赖和现有资
产拖累，其实并不踊跃，甚至还有不少车企
本能地希望传统技术有更长生命周期，以便
在过去的轨道上获得更多利润。如果没有
更多造车新势力的加盟和搅局，就很难激发
产业创新活力。

还要看到，从一汽解放的艰难诞生，到
北京吉普的合资破土，再到以吉利为代表的
民营自主车企崛起，中国汽车产业在传统的
轨道上，始终是追赶者角色，没能改变跟跑

的命运。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
勃发展，使得改变有了可能。特别是特斯
拉、蔚来、小鹏等一批造车新势力，把互联网
的理念、速度、效率和激情带入了汽车行业，
让中国汽车产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
翻身的希望。

梳理全球车企市值，10年前我国车企的
排名还集中在15名至20名。现在，蔚来、比
亚迪已双双跻身前五，超越传统车企通用、
本田，小鹏汽车则力压福特、现代，长城、吉
利、理想，已将老牌的雷诺、起亚们，彻底挤
出榜单。我国头部汽车企业，能与全球车企
巨头排排坐，这在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
虽然这只是资本市场的表现，却是一个明确
而重要的信号。这预示着，只要我们在智能
电动汽车这条新赛道上保持战略定力，持续
发力，中国汽车产业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新的
领跑者。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这些新势
力无一不是在心无旁骛地造车，而非借造
车之名圈地圈钱。汽车是一个靠实力比
拼的长周期产业，靠投机，不仅造不好车，
还 会 沦 为
笑柄，乐视
就 是 前 车
之鉴。

近日，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山鹰华中纸业120万吨扩
建项目在湖北荆州市公安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据了解，
该扩建项目拟建设2条总产能达120万吨的造纸生产线、年
产10亿平方米纸箱的华中智能包装产业园和年产50万吨
生活用纸、食品卡纸精加工、纸浆模塑产品的生活用品电商
产业园，项目占地943亩，总投资100亿元。新增项目整体
建成后，预期可实现新增年销售收入约110亿元，利税10
亿元。

山鹰国际在国内外拥有61家纸品生产和再生资源贸易
企业。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长吴明武表示，该项目将
拉长产业链条，形成山鹰造纸的智能制造体系，产能覆盖华中
广阔市场，辐射中西部，构建从原材料消化到电商销售、从工
业包装纸到生活用纸的全产业链，推动循环造纸成为公安县
工业产值率先破百亿元的主导产业。

此前，山鹰国际已经在湖北公安县投建220万吨高档包
装造纸项目。“目前已有3条生产线投产，可年产工业包装纸
127万吨。”吴明武说，这220万吨产能将滚动建设5条生产
线，分为3期达产。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业用纸
生产基地，形成废纸贸易、原纸生产和纸制品加工的完整工业
包装用纸全产业链，一举改变华中纸业的格局。

记者在山鹰华中纸业220万吨高档包装造纸生产车间看
到，百米智能化生产线不断“吐出”巨幅纸卷，工业机器人自动
将纸卷打包送上运输带，自动堆垛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将
纸卷存储入库。从投料、制浆到成品入库，工人在电脑上就能
完成所有流程。

造纸业曾被认为是高污染、高能耗行业，为落实“长江大
保护”要求，山鹰华中工厂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固废电厂等配
套设施。电厂发的电除供厂区使用外，部分还可接通国家电
网系统输送到厂区外实现对外供电。“进场的原料全部被我们

‘吃干榨净’，用先进的绿色技术来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山
鹰华中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卫国说。

在生产过程中，山鹰华中纸业也不砍一棵树，全部原料来
自废纸回收，生产线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都将成为发电厂的燃
料，焚烧后的残余固体废弃物还可用作建筑材料，生产污水经
污水处理站深度处理后，可达外排长江标准，避免造成二次污
染，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生态链。

据介绍，从2017年10月18日启动一期工程，到现在3
条生产线投产运行，山鹰华中纸业“牵手”公安县的3年里，
荆州市、公安县两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不断为企业送政策、解
难题，在证照办理、项目融资、汽轮机发电并网、铁路专线建
设及物流补贴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有力推动了项
目建设。“我们始终与企业保持紧密联系，帮助企业解决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公安县委书记夏光宏表示，将进一
步完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当好服务企业“有呼必应、无事
不扰”的“店小二”。

本报讯 记者袁勇报道：近日，总部
位于英国伦敦的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发布报
告指出，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商业模
式的影响以及国际旅行和实地访问困难导
致竞标和尽职调查流程复杂化等因素，全
球并购下滑明显。然而，中国内地发生的
跨境并购额仅略微下降，表现远超西方主
要经济体。交易活动保持良好势头证明了
中国对疫情应对有方，也证明了中国经济
在对外开放、经济活力及增长前景等方面

富有吸引力。
报告显示，今年，半数以上中国内地

并购交易收购者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
但是在中国内地市场进行跨境并购的香
港以外收购者所占比例呈不断上升态
势。2015年，这一比例是37%，今年上
升至47%。

报告认为，一些西方经济体对外国投
资设定的政治和监管壁垒正日益增多。而
中国通过实施外商投资法和相关配套措

施，以及精简流程、提供平等待遇保证、
扩大外商投资可开展的业务活动范围、丰
富外商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等方式，使得
外商投资通过并购途径进入中国市场的步
伐明显加快。

年利达中国联营伙伴昭胜律师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刘坚中表示，外商投资法的
出台和实施对于外商来华投资具有里程
碑意义，已经并将持续对外商投资意愿
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外国投资者最

常提出的顾虑和疑问在新的法规体系下
得到了回应和解决。另一方面，外商投
资法及其配套政策法规释放出了中国扩
大对外开放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决
心，稳定和增强了外国投资者扩大在华
发展的信心和积极性，已投资的外资企
业更愿意扩大投资力度，观望的外国投
资者也开始更频繁地联络境内专家顾问
评估投资可能性。

刘坚中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从
中央到地方出台各项稳外资政策，帮助
企业最快速度实现复工复产，保障国际
供应链稳定。就目前市场态势而言，疫
情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在全球供应链
中的重要位置，中国应对疫情的效率以
及中国供应链展示出的韧性对外国投资
者继续布局中国的信心和战略产生正面
影响。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报告显示——

今年中国内地并购交易表现远超西方主要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