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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新规划加速产业升级
证券时报记者

建 业 范 彪

提前布局新产业
升级正在进行时

� � � �自从产业升级概念提出以来，长三

角和珠三角对于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

业基地地位的竞争就一直在持续。 珠

三角“五个一体化”规划中产业布局规

划对珠三角的产业分工， 特别是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重

点和发展地域进行了规划， 这将为珠

三角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增添

新的砝码。

对于先知先觉的企业来说，公司向

新电子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军

与珠三角产业规划不谋而合，如证券时

报记者走访的彩虹股份（

600707

）和佛

塑股份（

000973

）。虽然这些企业在产业

升级的道路上还只是刚刚起步，但启动

产业升级项目本身就已经是对珠三角

产业规划的一种有力响应。

彩虹股份

提前布局新兴产业

五沙，即便对于一个老佛山人来说

也算是个陌生的名字，佛山市区的人甚

至搞不清这个地名所对应的地方到底

是属于佛山的顺德区还是广州的番禺

区。

从佛山禅城区出发前往五沙工业

区，如果有轿车和熟路的司机大约需要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路途上可以远眺正

在建设的广珠轻轨、宏伟的顺德城区和

无数装载着各式各样货物的卡车。很难

想象，彩虹股份的

OLED

平台公司彩虹

（佛山） 平板显示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

就坐落在这里，而从彩虹佛山的厂区往

东不到

3

公里就已经进入了广州番禺

的地界。

在珠三角产业布局规划中，战略性

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下规划了

6

个子行业，其中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新

材料

3

个子行业都提到了

OLED

行业

将是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

OLED

是继

液晶和等离子技术后第三代平板显示

技术，其能耗和色彩现实性能相对于液

晶和等离子技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现在公司有员工

200

多人，计划

建设一条

3.5

代

OLED

线，产能是

1200

万片

/

年（以

2.2

英寸计），预计今年

9

月

底试生产。 目前，小尺寸的

OLED

屏幕

主要用于手机屏幕。 ”彩虹股份佛山副

总经理赵晓东告诉记者。

据了解， 目前

OLED3.8

寸屏幕比

同尺寸的

LCD

屏幕每片贵

200

元；而

在大尺寸

OLED

方面，由于

OLED

的平

均寿命约为

3

万小时，而电视要求达到

5

万小时，因此

OLED

进入电视领域仍

需技术突破。

公开资料显示，广东拥有全国近半

的

OLED

上下游企业， 其中汕尾信利、

佛山中显在器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而

东莞宏威等设备、材料厂商也在业内颇

有名气。 今年年初，全国电子信息产业

会议在佛山顺德召开，工信部和广东省

成立了 “部省共建

OLED

产业示范基

地”，并成立广东省

OLED

产业联盟，彩

虹集团担任主席单位。

赵晓东表示：“广东的产业链配套

比较好，上下游的厂商很多，如果这些

企业能联合起来，不但可以促使

OLED

的成本降下来， 而且可以大大促进

OLED

产业的发展。 ”

目前，国内除了彩虹佛山，已经开

始投入

OLED

面板产业的公司不在少

数， 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包括昆山维信

诺、四川长虹等企业，面对这些公司，彩

虹佛山采取的是开放的态度。

“

OLED

产业现在才刚刚起步，还

谈不上竞争的问题，更多的应该是竞

合，我们欢迎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个领

域，大家共同做大这个市场。 ”赵晓

东说。

佛塑股份

着力推进产业升级

锂电池隔膜、偏光膜、电容器用金

属化膜、 晶硅太阳能电池用背板薄膜、

复合智能节能薄膜，这一连串听上去让

外行有些犯晕的高技术薄膜产品均来

自佛塑股份，

2009

年

8

月公司第一大

股东变更以后，佛塑股份的发展方向确

定为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目标是成为中国新能源、新材

料的生产研发基地。而这些高新技术产

品也正是珠三角产业规划中鼓励发展

的方向。

佛塑股份总裁吴跃明告诉记者：

“以前，公司业务以传统的膜产品为主，

现在我们在正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主要方向是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高

分子新材料。 ”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主流的通用

BOPP

光膜生产线的生产能力大约是

3

万吨

/

年， 而佛塑股份此前还拥有部分

老旧的年产仅为

3000

吨的

BOPP

光膜

生产线。 为了实现节能减排和产业升

级，目前佛塑股份已经淘汰了数万吨的

落后产能。

与关停落后产能同时进行的是集

中资源投资新能源新材料项目， 其中，

佛塑股份已投资建设锂离子电池隔膜

二期项目、偏光膜二期项目、微孔透气

膜扩产项目、安全型电容器用金属化膜

生产线项目等多个新能源、新材料高科

技项目。

2010

年， 佛塑股份技术研发与创

新项目立项

30

多项，重点开展第二、第

三代锂电池隔膜，太阳能

PVDF

背板薄

膜、复合智能节能薄膜、功能化系列薄

膜、特种膜用聚酯母料、

3D

电视用偏光

膜、三合一防渗膜等高技术、高附加值

产品的研发工作。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佛塑股份遭

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人才紧缺，公司解

决这一瓶颈的方式之一是让经营者和

核心技术人员参股。

佛塑股份的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金

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

锂电池隔膜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纬

达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偏光

膜的公司。两家子公司均在最近一次增

资中引进了该子公司经营者及核心技

术人员出资成立的新公司作为股东，从

而使得两家高新技术企业能够留住人

才，稳定队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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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去年以来
，

各种区域规划相继出台
，

成为
A

股市场持续的热点
。

珠江三
角洲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

它在经济发展模式
、

城乡一体化进程等方面
有着大量先进经验可供借鉴

。

8

月上旬
，

广东省政府正式公布珠三角
“

五个一体化
”

规划
，

该规划中的产业规划为珠三角区域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指明了方向
。

证券时
报记者日前走访了总部设在珠三角的佛塑股份

、

广钢股份
、

广船国际
，

以及有生产基
地在珠三角的彩虹股份等上市公司

，

管中窥豹
，

从这些公司身上感受到了珠三角产
业升级的滚滚热浪

。

�规划带来新机遇
传统产业再启程

� � � �受到亚运工程的影响，原本就有

些混乱的广州芳村大道南显得更加尘

土飞扬和拥挤不堪。 广州市两家传统

重工业类上市公司广船国际

(600685)

和广钢股份

(600894)

就在这条大道两

旁相隔两三百米的地方遥相对望。

随着广州市区的不断扩大和市

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日趋重视，这对相

守了许多年的老伙计可能即将迎来

分离的时刻。广钢股份已经非常确定

将在宝钢集团湛江项目投产的那一

刻关停，而广船国际虽已在中山置下

土地，但它却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搬离

这块城市边缘的工业区。

中山基地为广船带来新机遇

珠三角产业一体化规划中关于

先进制造业布局中提到，“中山建设

以成品油轮、化学品船等高科技船舶

及海洋工程大型铸锻件生产为主的

临港船舶制造基地”。事实上，任何了

解广船国际的人都会明白，这几乎是

一条为广船国际量身定做的规划。

2008

年底， 广船国际控股股东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与中山市政

府签订了《关于发展船舶制造项目框

架协议》。此后，广船国际成立子公司

中山广船国际船舶及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并在中山拿下土地用于船舶分

段制作中心。

2010

年广船国际半年

报显示，中山分段制作中心已进入实

质性建设阶段。

广船国际自身的主力船型是灵

便型油轮，与规划中提及的“成品油

轮”等船舶完全相符，因此，产业规划

中提到的中山临港船舶制造基地事

实上就是指广船国际的中山基地。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

人士却告诉记者：“现在并不是包括

油轮在内的液体船舶扩张的好时期。

油轮复苏要比干散货船滞后一些，灵

便型油轮市场尚未回暖。 ”

公开资料显示， 去年底以来，大

连国际、中海发展、中远航运等多家

公司宣布订造新的干散货船，显示出

干散货船相对其他船型更强的需求

弹性，而集装箱船和油轮的新订单很

少见诸于公开信息。

据了解，现在灵便型油轮的船价很

低，运费也不理想，船东接船意愿不强，

建造的船都是前几年签的高价船，使得

目前造船周期延长，交船期延迟。 同时，

交船的延迟还将面临新的造船规范的

约束，这都可能增加公司经营成本。

虽然作为细分行业的灵便型油

轮市场尚未恢复，不过，广船国际位

于广州白鹤洞工业区的厂区已经明

显局限了广船国际的发展空间。

目前， 广船国际主要在本部厂区

实施总装程序，有很大比例的分段制作

任务因为场地的限制需要外包，而这也

限制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日前，广

船国际宣布租赁江苏胜华船舶制造有

限公司的厂房设备也是为了在本部无

法扩大的情况下更加合理的安排产能。

记者了解到，短期内，广船国际

中山分段制作中心将维持现有的分

段制作任务，但长期来看，规划中的

成品油轮、化学品船等高科技船舶及

海洋工程大型铸锻件生产为主的临

港船舶制造基地可能为广船国际的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广钢股份搬迁已成定局

对于钢铁产业，珠三角产业规划

中的描述是：“建设以汽车、家电和造

船用钢为主的广州高端板材制造基

地，与湛江千万吨级现代化钢铁基地

一起，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钢

铁产业新格局。 ”

大多数投资者都对湛江千万吨

级现代化钢铁基地颇为熟悉，它的建

设就是

2003

年开始推进的宝钢重组

广钢集团和韶钢集团，并淘汰落后产

能的结果，也是广钢股份之所以要停

产搬迁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此次规划中提到的“广州

高端板材制造基地” 又是怎么回事？

它是否与上市公司广钢股份有牵连？

答案是否定的。

据记者了解， 在被宝钢重组之

前，广钢集团曾计划在南沙建设一个

钢铁基地，

2003

年

12

月，与日本

JFE

钢铁公司合资的广州

JFE

钢板有限

公司成立， 第一步双方投资

1.68

亿

美元建设一条年产

40

万吨规模的热

镀锌板生产线。

2007

年，广钢集团与

JFE

扩大合作，上马

180

万吨的冷轧

钢板项目，投资

63.49

亿元。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南沙

这个项目已形成

40

万吨冷镀锌板和

120

万吨冷轧板的产能。 此前计划是

要把前段热轧等环节全部配齐，但由

于宝钢重组了广钢集团，现在上马前

段工序可能涉及到产能审批问题，继

续做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不过现在南

沙项目的热轧原料是通过全球采购

的，因此即便不上马前段工序，也不

会影响这个项目已建成的产能。 ”

根据宝钢重组广钢集团，并在湛

江投资建设新钢铁基地的计划，广钢

股份白鹤洞厂区的产能全部都将纳

入湛江项目， 上市公司与规划中的

“广州高端板材基地”显然并无瓜葛。

广钢股份董秘杨耀兴告诉记者：

“我们与南沙的钢铁项目并无关系，

上市公司肯定是要搬迁的。不过我们

现在本部也有数千名员工，他们不可

能都转入湛江项目中去，所以我们在

规划如何处理旧厂区资产的时候可

能还需要考虑这部分员工的未来发

展。 当然，这一切都还要等到湛江项

目投产之后才会有定论。 ”

企业期待规划能落到
“

实
”

处
� � � �

2

万亿投资对于一个只有
9

个城
市组成的城市群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
目

，

而伴随着巨大投资的产业规划对于
这个本已经相当发达的区域来说不啻
是一针兴奋剂

。

不过
，

对珠三角企业来说
，

除了政
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可能为这一
区域的企业带来直接利好之外

，

产业
规划和布局似乎更加偏重方向性指引
而非指向具体公司或项目

。

这就导致
不少企业正在做的事与规划倡导的方
向不谋而合

，

但规划上的东西似乎又
与具体的企业扯不上关系

，

企业借不
上规划的力

。

上世纪九十年代
，

一家位于东莞的
公司的工作人员因为各种原因要往来
于广州和东莞之间

，

那时候经常是早晨
6

、

7

点钟出门
，

匆匆忙忙办完事
，

晚上
11

点才能回到东莞
。

而如今
，

高速公路
加上高速铁路组成的城际交通网已在
珠三角全面铺开

，

这家企业在能够吸引

更多人才的同时
，

也降低了经营成本
。

就是这样一家公司
，

虽然能享受
到珠三角一体化带来的便利

，

却无法
与珠三角产业规划直接挂上钩

。

这家
公司的产品属于电子类

，

而先进的电
子器件制造也是此次规划中鼓励发展
的行业

。

这家公司内部人士这样告诉记
者

：“

我们希望规划能做得详细一些
，

多一些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
。

现在的
规划很多都是方针性的东西

，

虽然我
们属于鼓励发展的行业

，

但企业却并
不会因为符合产业导向而获得实际的
好处

。 ”

事实上
，

这种情况在珠三角普遍存
在

。

广州的一家交通物流类上市公司曾
向记者表示

，

与长三角同类上市公司相
比

，

广东省虽然也提出了大量支持公司
发展的规划

，

但落到实处的并不多
，

甚
至在公路运输上是否能够比照上海同
类公司免费通行这一问题上

，

政府也未

能解决
。

记者注意到
，

这家公司已被列入了
珠三角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具体规划当
中

，

但规划中对于公司的支持仍然仅停
留在空洞的文字层面

，

并没有任何有关
实施细则的描述

。

另外
，

规划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项目
或产业定位与一些上市公司明显相关

，

几乎就是将上市公司的战略规划与地
方发展规划相结合的产物

。

但是在采访
中记者发现

，

这些与上市公司密切相关
的产业规划和布局

，

事先并未同相关公
司进行沟通

。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
，

区域一体化在
自由竞争的领域内可能不宜规划得过
于细致

，

以防止政府行为破坏市场竞
争

。

但是
，

在规划出台的同时
，

尽可能同
步推出配套细则则是政府应当考虑的
问题

。

只有当企业能够从履行规划中获
得好处

，

政府制定的规划才能落到实
处

、

取得实效
。

位于广州市区边缘的船厂

� � � �珠三角五个一体化规划：

①

《珠江三角洲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规划

(2009-2020

年

)

》

②

《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

(2009-

2020

年

)

》

③

《珠江三角洲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规划

(2009-2020

年

)

》

④

《珠江三角洲城乡规划一体化规划

(2009-2020

年

)

》

⑤

《珠江

三角洲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

(2009-2020

年

)

》 制图
/

翟 超

证券时报记者甘霖
、

刘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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