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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航运步伐加快

本报记者

崔国强崔国强

□ 本报记者 周 雷

“双碳”目标下，新能源走上风口，拥有

大量新能源资产的电力央企也在资本市场

上做起了文章。近日，华润电力宣布筹划分

拆华润新能源上市，预计分拆公司将于 2023

年下半年向深交所提交 A 股上市申请。此

前，中国华电、中国电建等央企纷纷宣布分

拆新能源业务独立上市，三峡集团旗下的三

峡能源已于 2021 年完成分拆上市。电力央

企如此热衷分拆上市究竟有何目的？

电力央企分拆新能源上市首先是在“算

大账”。央企、国企肩负引领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使命，早在 2022 年 5 月，国务院国资

委印发的《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

方案》就提出，支持有利于理顺业务架构、突

出主业优势、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价值实现

的子企业分拆上市。分拆上市随之成为央

企上市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价值的

重要路径。

在深化提升国有企业改革大背景下，电

力央企系统梳理未上市和已上市资源，加大

新能源等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提高核心

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同时专业化聚焦发

展大方向，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大力度

打造现代新国企，推动相关产业高质量发

展。电力央企多是资本市场上的大块头，

“分拆上市潮”也有利于吸引更多国资央企

积极分拆优质资产，培育优质企业积极进入

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

动力。

电力央企分拆新能源上市也有自己的

“小算盘”。在我国新能源产业链中，央企、

国企一直是电站开发、运营的主体。新能

源发电则是典型的重资产行业，投资额大、

回报周期长。为抢抓“双碳”目标推进下的

发展机遇，全面推进绿色转型，不少电力央

企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装机目

标，导致企业资本开支需求紧迫。但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资本市场偏好原因，

电站资产长期处于市场低估状态。电力央

企若仅依靠母公司自身开展大规模权益融

资，则融资效率较低，较难支撑庞大的新能

源装机需求。

随着“双碳”目标明确，新能源迅速成为

资本市场火热的概念，受到各路资本追捧，

新能源电站资产定价也水涨船高。电力央

企分拆新能源独立上市后，不仅可用显著高

于集团整体估值的倍数释放新能源业务的

隐含价值，以更高的融资效率支撑装机目标

实现，还可以统筹利用多个上市平台，共同

在资本市场融资，在各自细分领域形成竞争

优势，实现高质量差异化发展，并降低整体

资产负债率，增强财务稳健性，显著优化资

本结构，可谓一举多得。

电力央企分拆上市潮将给新能源行业

带来什么影响？首先，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难以避免。目前风电、光伏项目开发建设分

保障性规模、市场化规模两类，每年新能源

新增装机以保障性规模为主。纳入保障性

规模的项目，采用竞争性配置，由电网企业

承担消纳任务。由于消纳不成问题，保障性

规模就成了企业争夺的重点，再加上优质风

光资源得到深度开发，企业获取新能源资源

的难度不断加大。随着电力央企、国企纷纷

分拆上市补充“粮草”，国内风光资源争夺必

将加剧。

其次，有利于提升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

协同创新能力。中国电建有关负责人曾表

示，希望电建新能源公司借助增资引战契

机，深化改革创新，把引入的资本管好用好，

增强资源获取能力，创造超越本金的价值。

充分发挥“资本+资源”耦合效应，为社会及

市场带来更多效益和价值。从电建新能源

公司引入的投资方来看，覆盖了国家级基

金、产业合作方、大型银行保险等机构，有望

在拓展股权融资渠道的同时，通过建立资本

纽带，深化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的

战略协同，提升新能源产业整体发展质量。

此外，通过产业链协同发展，国资民企优势

得到深度嫁接，将进一步放大综合效益。

需 要 强 调 的 是 ，电 力 央 企 分 拆 上 市 绝

不 能“ 赶 时 髦 ”，注 重 价 值 实 现 才 是 目 的 。

要统筹未上市和已上市资源，结合战略定

位 、拟 分 拆 业 务 独 立 性 和 成 长 性 、分 拆 后

的治理安排和管理成本等因素统筹考虑、

充分论证，合理规划上市公司平台数量和

战略定位，做到

有进有退、有所

为有所不为，促

进 上 市 平 台 完

善产业布局、提

升 资 产 质 量 和

运营效率，持续

孵 化 和 推 动 更

多 优 质 资 产 对

接 多 层 次 资 本

市场。

在中国航海日活动现场，河

北唐山海事局工作人员于世杰正

在演示最新研发的“小海 AI 语音

助理”智慧功能。

该 系 统 集 成 了 实 时 气 象 感

知、船舶交通管理中心设备运行

状态感知、应急处置预案、语音播

发等功能，将复杂的多次人工操

作以直接呼叫“小海小海”来实

现。自系统上线以来，船舶进出

港计划审核发布时间由 17 分钟

缩短至 1 分钟，临时交通管制信

息处理时间由 20 分钟缩短至 2 分

钟，恶劣气象预警发布时间由 26

分钟缩短至 3 分钟，极大提升了

船舶组织效率、提醒效率和安全

监管质量。

作为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一

张亮丽名片，曹港矿石码头自主

研发的“基于扫描成像技术的桥

式抓斗卸船机自动控制系统”，是

国内首个由港口职工完全自主研

发的卸船机自动化项目。该项目

攻克了世界专业化大型干散货码

头技术最复杂、难度最大的卸船

机自动化技术，通过自动化技术

减少人工干预，节约了成本，卸船

作业总效率提高 16.6%。

唐山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张华伟介绍，近年来，唐山海

事局以科技创新为新引擎，开启智慧海事监管服务新模

式。自主研发多项智慧海事监管系统，将数据整合、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于海上船舶交通管理和船舶

服务，智慧通航、智能监管逐步展现，辖区通航环境更加优

化，港口运营效率成倍提升。

唐山智慧港口建设是我国智慧航运发展的一个缩影。

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水运局局长李天碧表示，航运承担了

我国外贸 95%的进出口运输量，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畅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保障。下一步，将通过加快推进

航运高质量发展，更好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畅通。

交通运输向智能化方向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近年来，我国水运绿色低碳智慧发展明显加快，服务质

效持续提升，智慧港航建设成效显著。

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趋势，加快交通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海事部门

正在加速推进“陆海空天”一体化水上交通运输安全保障体

系建设和全要素水上“大交管”，着力构建“多维感知、高效

协同、智能处置、优质服务”的现代化、智能化水上交通动态

管控新格局，全面提升水上动态管控、交通组织、现场执法

和服务能力，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效率。

在 2023 年中国航海日主论坛上，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

鹏表示，将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开路先

锋的新征程中，坚持创新引领，打造智慧航运，加快数字化

转型，大力发展智慧港口、智慧航道、智能船舶，不断塑造航

运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270 余家钢

铁企业约 7.6 亿吨粗钢产能已完成或正

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目前，钢铁业超

低排放改造累计投资逾 2000 亿元。全

行业已有 31 家长流程企业与 5 家短流程

企业成功创建了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 A

级企业。

“钢铁行业节能减排是一项实实在

在的工作，需要扎扎实实地持续推进。”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

何文波近日表示，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我

国钢铁行业绿色发展之路一定能够越走

越好。

超低排放改造成效显著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

消费国，钢铁行业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重

任在肩。

从大气污染物排放现状来看，2020

年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氮氧

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排放量，在全国

工 业 源 中 的 对 应 占 比 分 别 为 22.3% 、

12.1%、16.4%。

从碳排放现状来看，我国钢铁行业

碳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 15%左右，是制

造业 31 个门类中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

从能源消耗现状来看，近年来我国

钢铁行业能效水平持续提高，吨钢综合

能耗逐年下降，主要生产工序能耗逐渐

降低，正在全面促进节能降碳。

近日，以“极致能效、减污降碳”为主

题的 2023（第十四届）钢铁行业节能减

排论坛在北京举办。“钢铁业的任务是转

型升级，绿色低碳是转型的方向，但绿色

低碳不是行业的某一项重要工作，而是

覆盖全领域、贯穿全过程的系统工程。”

何文波强调。

当 前 ，钢 铁 业 正 在 实 施 的 产 能 置

换、超低排放改造、极致能效三大改造

工程均体现了绿色低碳主题。产能置

换是在优化钢铁全产业的空间布局和

流程布局，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实现钢铁

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而超

低排放、极致能效本身就是针对绿色低

碳的目标。

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生产

流程长、排污节点众多、排放工况差异

大、污染因子种类多等特征。我国钢铁

行业通过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实施差异

化环保管控和精细化环保管理，大气治

理成效显著。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全国 270 余

家企业约 7.6 亿吨粗钢产能已完成或正

在 实 施 超 低 排 放 改 造 ；62 家 钢 铁 企 业

3.14 亿吨粗钢产能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

改造并公示；25 家完成部分超低排放改

造并公示。我国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强度已基本低于国际先进钢

铁企业。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为钢铁行业提

质增效提供了有效助力。”生态环境部总

工程师刘炳江以数据说话：相较没达到

超低排放的钢企，达到超低排放的钢企

利润率高出至少 1 个百分点。

总结前 10 年钢铁行业绿色高质量

转型的经验，可以归纳为“扶优汰劣”四

个字，这个政策将会持续下去。刘炳江

说，目前大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变相

新增产能风险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尚

未得到根本解决，而且供需平衡矛盾突

出，企业之间绿色发展水平分化加剧。

我国钢铁行业减污降碳、绿色高质量转

型任务依然艰巨。全行业应保持战略

定力，持续推动钢铁行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要着力做到四个“强化”：强化改革

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成果；强化高质量超低排放改造决心，

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化企业规范

化运营管理；强化减污降碳共性技术示

范应用。

着力实现极致能效

全流程能源效率提升是钢铁行业目

前减碳的优先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节

能与综合利用司副司长丁志军表示，工

信部高度重视钢铁等重点行业的节能与

绿色低碳转型，始终坚持节能优先，把节

能提效作为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的降

碳举措，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部门发

布的《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

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5 年，

通过实施节能降碳行动，钢铁等重点行

业和数据中心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

超过 30%，行业整体能效水平明显提升，

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绿色低碳发展能

力显著增强。

“目前，钢铁业各主体工序达到能效

标杆值的比例，距‘2025 年能效达到标

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过 30%’的政策要

求仍有较大差距。”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院长范铁军指出，2022 年，由于钢铁需

求下降、整体产能利用率有所降低，吨钢

综合能耗同比略有增长。而从现阶段

看，我国钢铁行业能源消费总量大，能源

消费结构偏煤，面临的能源转型压力比

其他行业更大。

2022 年年底，钢铁行业“能效标杆

三年行动方案”正式启动，极致能效工程

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中钢协开展的

“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厂”培育工

作，将力争实现 2023 年 0.8 亿吨至 1.0 亿

吨、2024 年 1.5 亿吨至 2.0 亿吨、2025 年

2.0 亿吨至 3.0 亿吨钢铁产能达到能效标

杆的水平。

首钢股份迁钢公司、京唐公司等 21

家钢企首批入选“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

杆示范厂”培育企业。“我们把构建极致

能效运行体系作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

的战略性抓手。”首钢股份总经理刘建辉

表示，今年 6 月 25 日，首钢股份极致能效

提升项目启动会举办，与冶金工业规划

研究院合作，将围绕结构节能、技术节

能、管理节能、系统节能四个方向，形成

《能效标杆培育行动方案》和《能效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力争把首钢股份公司打

造成为国内第一批全流程能效标杆示范

企业。

丁志军透露，下一步，工信部将继续

落实《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在钢铁

行业节能和能效提升方面，着重开展三

方面工作：一是以先进节能技术推广应

用为抓手，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

降碳技术装备目录，推进技术节能；二是

以加强能效对标达标为关键，持续开展

能效“领跑者”企业和绿色工厂建设，推

进管理节能；三是以用能清洁低碳转型

为导向，加快工业绿色微电网建设，提升

工业用能电气化水平，推动结构节能。

积极稳妥推进“双碳”

钢铁业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重点领域和责任主体。受能源资源禀赋

影响，我国钢铁业能源结构高碳化，而且

具有产量大、企业数量多、碳排放机理复

杂等特征。根据行业总体判断，我国钢

铁行业碳达峰碳中和先后要经历达峰、

降碳、脱碳、中和四个阶段。

河钢集团勇做“弄潮儿”，推动能源

结构变革。今年 5 月，全球首例 120 万吨

焦炉煤气零重整“氢冶金示范工程”项目

一期在河钢张宣科技实现稳定生产，各

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工程首次

采用以焦炉煤气为还原气体的高压竖炉

零重整氢冶金技术，工艺气体中氢碳比

高达 8∶1以上。与同等规模的“高炉—转

炉”长流程生产相比，每年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达 80 万吨，减排比例达 70%。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对此给予高度评

价：这是氢冶金核心关键技术创新的重

大突破，是中国钢铁史乃至世界钢铁史

上由传统“碳冶金”向新型“氢冶金”转变

的重要里程碑，引领钢铁行业迈入“以氢

代煤”冶炼“绿钢”的时代。

据河钢集团副总经理李毅仁介绍，

河钢集团氢冶金将不断走深走实，项目

二期通过发挥张家口风电及光伏制氢优

势，将开发 60 万吨绿氢氢冶金项目，实

现全流程的低碳绿色钢铁制造。河钢集

团将在唐山建设年产 2×130 万吨的氢

冶金项目，到“十四五”时期末将形成年

产 380 万吨的清洁炼钢原料的氢冶金

产能。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大多数钢

铁企业仍处于低碳发展初级阶段。不同

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不同，其降碳

空间和碳减排成本也存在较大差距。

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

护司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处处长熊哲表

示，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系统性变革，需要各行各业、方方面面

付出艰苦努力。希望广大钢铁企业顺应

绿色低碳发展时代潮流，把自身发展与

国家“双碳”战略决策密切结合，切实加

大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

管理创新，履行好社会责任，在实现“双

碳”目标中实现新的发展，推动钢铁行业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序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名
称

深 圳 马 成
商 业 投 资
控 股 集 团
有限公司

东 莞 市 永
滢 纺 织 品
有限公司

东 莞 市 富
键 电 子 有
限公司

湖 南 莲 城
生 鲜 超 市
有限公司

湖 南 湘 雅
未 名 健 康
管 理 有 限
公司（现更
名为：湖南
未 名 健 康
管 理 有 限
公司）

广 东 普 济
方 圆 医 药
器 械 有 限
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东 银（9601）2017 年
对 公 流 贷 字 第
003508 号 、东 银

（9601）2017 年 对 公
流贷字第 003508 号-
补 001 号 、东 银

（5603）2020 年 展 字
第 037889 号 、东 银

（9601）2017 年 固 贷
字第 003506 号、东银

（96）2017 年 授 字 第
00005 号

东银（3600）2020年对
公流贷字第004601号

东银（9901）2019年对
公 流 贷 字 第 004324
号 、东 银（9901）2019
年授字第00005号

东 银（9501）2018 年
固贷字第 022198 号

东 银（9581）2017 年
固贷字第 010862 号

1068861406804
10688614068

担保人

深圳市望龙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蛟晟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意升隆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深圳市泰隆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中
嘉联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
中盛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吴思兵、陈楚贞、陈楚容

东莞市大朗永滢纺织贸易
行、吕兴洲、肖小荣

叶兰清、辛笛、东莞市富键
电子有限公司、林维群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湖南瑞丰集团有限公
司、湖南莲城生鲜超市有限
公司

湖南北大未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北大未名生物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锦唐贸易有限公司、
张育林、王少辉、何云、山东
普济方圆药业有限公司、张
少丰

担保合同编号

东银（9601）2017 年最高抵字第 006390 号、东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抵 字 第 006391 号 、东 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抵 字 第 006393 号 、东 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权 质 字 第 006394 号、东 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权 质 字 第 006395 号、东 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权 质 字 第 006396 号、东 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权 质 字 第 006397 号 、东 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保 字 第 006382 号 、东 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保 字 第 006383 号 、东 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保 字 第 006384 号 、东 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保 字 第 006385 号 、东 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保 字 第 006386 号 、东 银
（9601）2017 年 最 高 保 字 第 006387 号 、东 银
（9601）2017 年最高保字第 006389 号
东银（3600）2020 年最高保字第 003504 号、东银

（3600）2018 年 最 高 保 字 第 000313 号 、东 银
（3600）2018 年 最 高 保 字 第 000315 号 、东 银
（3600）2016 年最高抵字第 021220 号
东银（9901）2015 年最高保字第 029017 号、东银

（88）2014 年最高抵字第 000003 号、东银（9901）
2019 年最高抵字第 007552 号、东银（88）2013 年
最高抵字第 000006 号、东银（9901)2019 年最高
权质字第 007013 号、东银（9901）2015 年最高权
质字第 032984 号、东银（9901）2018 年最高权质
字第 004864 号
东银（9501）2018 年最高保字第 027004 号、东银

（9501）2018 年 最 高 权 质 字 第 026996 号 、东 银
（9501）2018 年 最 高 权 质 字 第 026987 号 、东 银
（9501）2018 年最高权质字第 026995 号

东银（9581）2017 年最高保字第 021816 号、东银
（9581）2017 年 最 高 保 字 第 021857 号 、东 银
（9585）2018 年最高抵字第 022266-1 号

10688614068-01、10688615190-03

本金

12,193.91

1,138.76

707.76

3,410.47

1,361.89

858.47

利息

2,404.80

305.86

72.79

255.84

1,721.01

2,838.88

备
注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经财政部及银监会批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改制为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各办事处机构名称

统一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分公司”，简称“中国信达××分公司”。据此，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名称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广州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广州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

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

款义务及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13 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或原债权

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

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或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

当 中 内 容 如 有 错 漏 ，以 借 款 人 、担 保 人 等 原 已 签 署 的 交 易 合 同

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5 号 2404、2405、25-26 楼全层

（仅限办公）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020-38791767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28号越秀金融大厦 58楼

联系人：高小姐 电话：020-66811803
基准日 2023 年 2 月 28 日（币种：人民币/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