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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景强 李文明
实习生 张静博

作为中国崛起的一项新战略，进军西部，开
发西部，受到广泛的关注。有着广袤的土地和丰
富资源的西部，在大的政策背景下，必将成为中
国崛起的新的增长极。

发改委相关人士、山东社科院专家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西部已成“政策高地”，鲁
企参与西部大开发，是山东调结构、转方式的有
力支撑，也给企业提供了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创
新运营模式以提升竞争力的战略契机。

西部已成“政策高地”

2010 年 7 月，中央召开了高规格的西部大
开发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会
议上指出，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
战略中具有优先地位，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具有基
础地位，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

“这三个定位集中凸显了西部开发的战略意
义。”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知名区域经济研
究专家郑贵斌分析说。“十一五”规划，系统提
出了“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
起”和“东部率先发展”四大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十二五”期间，东部将主攻“调结构、转
方式”，中部将借力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以
加速崛起，东北将通过“二次振兴”打造东北经
济新极点，而西部发展的突出地位将在“十二
五”规划中得到充分体现。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信息表明，“十二五”期
间，中央将在重大基础建设项目、转移支付和投
资安排上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

在政策层面，国家已经对西部地区属于国家
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减按 15% 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对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资源税由从量征
收改为从价征收。“十二五”期间，西部仍将获
得资金和土地政策的倾斜和支持。

“西部已经成为政策高地。”郑贵斌认为，
过去 30 年间，东部之所以发展较快，就是因为
有资源、有政策、有市场，包括内需市场和国外
市场。西部有丰富的资源优势，煤炭探明储量占
全国的 6 7 % ，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占全国的
66% ，水能可开发装机容量占全国的 82% ，以

及风能、太阳能等新兴能源，潜力巨大；过去
10 年间，西部地区年均增速达到 11 . 9% ，航天
军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设备等产业
迅速兴起，内需市场日益扩大，而规划建设中的
“五横四纵四出境”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进而扩
大与东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经贸联系提
供新的“黄金通道”。

“善弈者谋势。企业要善于依据国家大势统
筹决策，积极融入国家战略的大盘子。在国家统
筹部署、强力推动西部开发的大局下，企业参与
西部大开发是顺势而为。”郑贵斌说。

西进的“集成效益”

“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省
参与西部大开发工作有新思路、新举措。”省发
改委相关人士表示，下一个十年的西部大开发，
将把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作
为制定政策措施的着力点，充分考虑企业在参与
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利益，解决好其在参与西部
大开发中的主动性、积极性问题。

郑贵斌认为，推动鲁企西进，要立足于实施
“走出去”战略，将鲁企西进与解决山东经济发
展的战略资源需求相结合，与山东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相结合，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相结合，
实现节能减排、经济调转与企业升级的“集成效
益”。

郑贵斌建议，推动鲁企西进，要着力推动重
要资源合作，集中力量解决山东经济发展长期需
要的铁矿石、煤炭、木材等重要资源瓶颈。要着
重发挥山东半岛港口群的优势，为山东发展开辟
广阔的腹地。

在产业方面，要充分发挥山东大企业多、产
业基础好的优势，进一步引导纺织服装、机械电
子、化工建材、轻工食品等山东优势行业的优势
企业“走出去”。积极鼓励有条件企业采取独
资、合资、合作、并购等方式，提高合作水平。
通过在西部建立基地，推动产业转移，带动商品
输出和劳务输出。

结合西部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契机，郑贵斌
建议创新工程承包模式，推动有实力工程企业与
金融、科研、设计等等单位合作，以“结合体”
的方式，积极承揽交通、能源、通信、农业、水
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承包工程质量和水平。

对于重点合作区域，郑贵斌认为，可以发挥
山东在开发区和产业园上的经验和优势，与合作
区域“结对子”，建立“飞地”式产业转移模
式，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共享产业转移收益，为
山东产业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目前，这一模式在广东等地的产业转移中已
经得到应用。广东省政府产业转移工业园的政策
规定，“转出地”和“转入地”政府可以通过协
商分享今后产业园产生的财政利益。

来自省发改委的信息表明，下一步，我省将
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推动企业参与西部
开发。以与西部省区签订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为
切入点，将合作推向经济社会多领域、全方位合
作，并探索设立东西合作引导资金，发挥对企业
和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

在西进中锻造“头脑企业”

眼中形势手中策。企业参与西部开发，既要
考虑赢在当下，更要思谋长远发展。

郑贵斌建议，企业谋划西部开发，要有强烈
的“走出去”的机遇意识，要着力解决企业在思
想观念、能力素质、技术与产业以及体制机制上
的不适应，要有一个“走出去”战略定位。

在具体的产业项目上，要做到“三盯四
享”： 盯资源优势，盯产业基础，盯最优区
位；要尽可能地享受到国家和地方为支持西部开
发而推出的特殊优惠政策，包括对外开放政策、
人才科技政策，投入支持政策和改善投资环境的
政策，等等。

要通过深化“政、产、学、研、金”的有机
结合，获得金融扶持、科技支持和政策扶持，以
最大限度地规避“走出去”的风险。

“西部大开发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在
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宏阔
的背景下展开的，企业应该把参与西部大开发与
经营观念、战略、模式、团队的集成创新有机结
合。”郑贵斌认为，企业要把充分获取、利用资
源特别是人才这一“第一资源”置于战略位置，
通过“走出去”加快人才的积聚、知识的更新和
团队的锤炼，由产业的低端走向产业的高端，由
资源驱动的“躯干企业”走向创新驱动的“头脑
企业”。

就像美国的西进运动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
民族性格一样，参与西部大开发，也必然会对鲁
企鲁商的群体性格带来深刻影响。郑贵斌说，在
“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中，鲁企鲁商的战略把控
力、资源控制力和市场开拓力等，都将得到有力
锤炼和提升。

促进中部崛起
规划发布

8 月 25 日，发改委印发促进中部地
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湖南六省）崛起规划实施意见。

规划提出，到 2015 年，该地区人均
生产总值达到 36000 元，城镇化率达到
4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24000 元和 8200
元； 2020 年，中部地区要全面实现小康
社会建设目标。

规划提出包括建设“三个基地、一个
枢纽”在内的八大重点任务。

1 、粮食生产基地建设。认真落实对
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各项补贴政策，继续实
施对粮食主产区重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
政策，增加对产粮大县的奖励补助。落实
农业保险稳步发展的政策，加大中央财政
对中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在坚持服务
“三农”力度不减的前提下，支持县市级
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
业银行。落实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开展信用合作的政策。落实取消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生态建设、农村饮水安全、
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等农村公益性建设项
目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的政策。落实农业
综合开发和土地开发整理等专项资金向产
粮大县倾斜的政策。

2 、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实施促进
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方案。建设山西晋北、晋东、晋中，安徽
两淮，河南大型和特大型煤炭基地。做好
江西、湖北、湖南中、小矿井整合和改造
工作。实施山西沁水盆地，河南郑州、焦
作、鹤壁，安徽两淮煤层气开发利用示范
工程和淮南高瓦斯高地温高地压煤层群瓦
斯综合治理与利用示范工程。加快国家级
和区域级大型火电基地建设。稳步推进湖
南桃花江、湖北大畈、江西彭泽内陆核电
厂建设。

3 、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
建设。继续对中部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贷款实施贷款贴息。继续支持中部地区具
备条件的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
区。

加快建设长株潭、武汉清洁高效及新
能源发电设备制造基地，许昌电力控制保
护设备制造基地，平顶山、长沙、宜昌高
压开关设备制造基地，芜湖节能设备制造
基地。推动东风、奇瑞等重点汽车企业发
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品，建设若干汽车
和零部件生产基地。建设株洲、大同、湘
潭等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基地。建设在国内
有影响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大力发展生
物产业，壮大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建设
南昌、长沙民用航空配套产业基地；

4 、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实施铁
路、公路、水运、民航等交通专项规划，
指导中部六省编制“十二五”综合交通发
展规划及相关交通发展专项规划，加强城
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与实施。研究制
定促进中部地区物流业和旅游业发展的政
策。

建设郑州、武汉等全国性交通枢纽城
市。加快京沪高铁和京广、徐兰、杭昆、
石济等客运专线建设，新建合肥至福州、
九江至景德镇至衢州、阜阳至六安、荆州
至岳阳、赣州至韶关、衡阳至井冈山、怀
化至邵阳至衡阳铁路、运城至三门峡等地
区开发性铁路新线，强化晋煤东运、南运
通道建设，实施大秦铁路 4 亿吨集疏运工
程、朔黄铁路 2 亿吨扩能配套改造工程，
建设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建设武汉城市
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轨道交
通系统。建设湖南汝城至道县、吉首至通
道、澧县至蓝山、岳阳至常德、界化垄至
茶陵，江西鹰潭至瑞金、瑞金至寻乌、龙
南里仁至杨村，湖北麻城至武汉、宜昌至
巴东，山西长治至吉县、灵丘至平鲁等高
速公路。实施南昌、长沙、张家界等机场
改扩建工程，合肥机场迁建工程和吕梁、
九华山、神农架、宜春等机场新建工程。

5 、重点地区发展。落实武汉城市
圈、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建设方案和相关规划。实施江
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安徽皖江城市
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加快构建沿长江经济带、沿陇海经济
带、沿京广经济带和沿京九经济带，大力
发展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
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太
原城市圈。

6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研究制定
对丹江口库区及上游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和
江河源头地区生态补偿的政策。编制湘
江、汉江、鄱阳湖等重点流域污染防治规
划。编制丹江口库区及上游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

7 、社会事业发展。（略）
8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落实中西

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继续利
用外经贸促进政策支持中部地区外经贸事
业发展。落实支持中部地区培育股权投资
机构和鼓励有条件地区建立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基金及区域性再担保机构的政策。

□张思凯 周璐璐 靳文娟

山东的太阳能技术与西部浩翰的土地、充
足的光照结合，为西部农牧民、群众带去宽厚
的福祉，西部同胞在享受到这不可思议的能源
时，也从心里感谢山东。

“力诺的光伏户用照明系统已在西藏被奉
为神明，被誉为阿拉丁神灯。”力诺集团党委
副书记的肖宁对记者说，“在许多西藏牧民家
中的神龛上，有三样物品被供在神龛上，一是
毛泽东画像，二是班禅画像，第三件就是我们
的光伏照明灯。”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随着西藏
旅游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电力等基础设施相
对滞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家出于保护西部
人文、生态、自然环境的目的，严禁在西藏建
设火电厂，全藏工业、农业、旅游等全靠装机
容量较小的水电站来支撑，而在秋冬枯水期，
水电站无法发电，西藏 40% 以上的工业项目
被迫因拉闸限电而停产待工。若要发展风电，
西藏时断时续的风力又不适宜建风电站。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包
括西藏的西部各省（区）的最佳选择。仍以西
藏为例，首先，西藏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光
照资源，西藏的太阳年总辐射值 140-200 千
卡/平方厘米，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倍以
上；其次，西藏荒漠面积占全区 60% 以上是
发展占地面积较多的光伏电站的最佳选择。

“自 2003 年起，力诺就开始发展光伏发
电项目，多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
了一批技术人才，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
召，我们决定利用自己掌握的光伏发电技术和
成套设备，为西藏农牧民带去光明，支援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力诺光伏工程公司总经理

张锋对记者说。
“当我们将户用照明灯送到青海时，青海

省农牧厅连说这是最适用、也最实用的。”回
想起当时代表力诺集团到甘肃送力诺自己研制
的户用照明灯，现任力诺光伏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的李大伟说，“当地人说，我们这里
好多地方不通电，送来电视机也没法看，还是
这灯能切实让农牧民见到光明。”

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力诺不逐虚名，不
做形象工程，而是始终如一地为西部农牧民着
想，做他们最需要的事，建能切实提高他们生
活质量的工程。“实业家要做实在事，做能切
实改变西部城乡居民工作和生活环境、质量的
好事。”力诺集团董事长高元坤对记者说。

2003 年，力诺与中国移动合作，在广西
北海的移动通信基站装上第一块太阳能光伏电
池板， 7 年来，力诺已在西部 12 省区安装了
总计 700 千瓦的通信基站光伏发电板；

2003 年，力诺在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建设
了 7 . 2 千瓦的光伏电站为雅鲁藏布江边的提
水水泵供电，牧民至今还用它取水；

2005 年，力诺全年制作太阳能户用发电
系统 1 万余套，使数十万青海、西藏同胞告别
无电历史； 2007 年，又赶赴新疆喀什，援助
太阳能户用光伏发电系统，解决了当地无电区
人民生活用电问题；

解决好了一家一户的难题，力诺开始着手
规划、实施提升西部基础设施的大事。今年 5
月，西藏日喀则 10MW 光伏并网电站在日喀
则奠基，山东太阳能走向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为西藏日喀则居民源源不断地输送绿色电力。
该项目设计使用寿命 20 年，年发电量 2000 万
度，累计发电量将达到 4 亿度，相当于节省标
煤 16 多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6 万吨。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实习生 周璐璐

炎热的夏天刚过，一种最新的高科技采暖产
品--碳晶地暖便闪亮登场。

这一新的取暖方式或许将对传统的集中供暖
形成强大冲击，进而打破取暖业一家独大的垄断
格局。

碳晶地暖成市场新宠

今年 5 月，上海一家企业的一项技术--碳
晶地暖亮相世博会，受到众多参观者的关注。

这项关系千家万户生活的高科技项目在短短
的时间内受到市场热烈追捧。在互联网上搜索
“碳晶地暖”，数千条信息扑面而来：碳晶地暖

成 为 城 市 采 暖 新
宠。

参展世博会的
那家碳晶地暖企业
称，他们的产品目
前已经打进全国几
十 个 城 市 ； 在 北
京，这种新的取暖
产品一上市就备受
青睐，某公司七八
月间就完成了十几
个小区的碳晶地暖
的安装；在山东，
这种取暖方式也如
雨后春笋般四面开
花。济南市工商局
历城区分局的新办
公楼、烟台速 8 酒

店、滨州彭李派出所办公楼、沂龙湾 2 小区也安
上了碳晶地暖。

看中了碳晶地暖的美好前景，山东中灿电热
器材有限公司投资 2 . 3 亿元在德州庆云建设了
新型碳晶发热材料生产基地，并与国内顶尖电热
专家在上海建设了“芳纶基电热材料国家工程技
术中心”。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将通过引进
国际先进的生产设备，全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打
造国内技术领先、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地暖产
品。目前正致力于碳晶地暖系列--碳晶地暖、
碳晶墙暖、碳晶电暖器为核心产品的研发和生
产。

碳晶地暖掀起采暖革命

“我们这儿距离市区较远，买到新房后一直

担心到冬天用不上暖气。有了碳晶地暖，今年就
可以安心地住新房啦。”在济南东部买了住房的
魏先生告诉记者，碳晶地暖不仅舒适，而且使用
不受时间的限制，想什么时间用，只要通上电就
可以。过去因集中供暖带来的时间限制、温度不
够、因个别户欠交取暖费被整座楼停暖的事就不
会发生啦。

不仅如此，碳晶地暖将以节能、高效、环保
等符合低碳经济、低碳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系列优
点，带来家庭、办公取暖技术的革命性变化。

碳晶地暖系统是以碳素晶体发热板为主要制
热部件而开发出的一种新型地热产品。碳晶板铺
设安装在地面饰材以下。碳晶板的制热原理是，
在电场作用下，碳晶分子做布郎运动并摩擦产生
热量，使碳晶板面温度升高，并将热量均匀传递
到地板或地砖表面。同时，碳晶板会产生大量向
上的远红外波，对室内物体进行制热。这种双重
制热原理，使被加热物体升温更快，吸收的热能
更充足。

业内人士介绍，与空调、水暖、及其他传
统采暖方式相比，碳晶地暖具有明显的节约费
用、高效节能、健康环保等优点。使用费用低。
有关方面抽样统计，碳晶地暖的实际使用费用比
水暖、电缆等传统采暖方式节省 50% 以上；热
效率高，碳晶地暖电热转换率为 98% 。在保持
室内 20 摄氏度的恒温的情况下，每平方米每天
的用电量只有 0 . 4 度，仅是空调的三分之一；
同时，碳晶板在制热的同时，向上辐射红外线，
医学上称其为“生命之光”，对人体有极佳的保
健效果；另外相比集中供暖来说，由于碳晶地暖
只用电，完全没有污染。

更方便的智能控制，随心所欲地使用，是碳
晶地暖受到市场追宠的主要原因之一。消费者可
以通过调节碳晶地暖的温控系统，给每个房间定

制不同的温度，并且可以定时定值的设定各个房
间的温度。

有关人士判断，基于以上优点，碳晶地暖将
成为市场新宠，将打破一直以来城市供暖一家独
大的市场格局，从而促进城市采暖服务质量的提
高。

广阔的碳晶地暖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
集中供暖已经出现发展瓶颈，而用户对供暖的个
性化需求也对传统的供暖方式提出挑战，这将为
碳晶地暖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另外，国家提倡
的节能、低碳发展模式，也将推动碳晶地暖市场
的快速发展。

记者了解到，随着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升，
国家越来越重视采暖的低碳、节能模式。针对集
体供暖浪费严重，空调昂贵且不利健康，燃气危
险且有污染等的弊端，国家近十年来相继出台系
列政策支持节能、环保新型采暖产品的发展。
2004 年 8 月 5 日建设部发布行业标准； 2005 年
5 月 30 日国家地暖委员会宣告成立，这一系列
的举措表明，碳晶地暖将是中国采暖行业的一个
发展方向。

碳晶地暖的种种优势将形成巨大的发展潜
力。据统计， 2004 年全国地暖生产厂家不超过
10 家， 2007 年全国销售额已达 3 亿元， 2008
年销售额超 5 亿元。专家指出我国碳晶地暖将迎
来高速推进期。未来中国碳晶地暖市场将持续以
每年 25%-30% 的速度递增。并且，我国农村由
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家庭取暖基本靠烧煤。现
在农村生活质量提高，有的地区还实现了农村居
住社区化，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为碳晶地暖的
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西部热土，中国崛起新的增长极
【每周聚焦】

碳晶地暖引发市场冲击波

西藏神龛上的
山东“阿拉丁神灯”

每年
一 到 冬
天，选择
何种取暖
方式就成
为很多人
的 头 痛
事，晶碳
地暖方式
的出现，
让人们又
多了一种
选择。

题图/卢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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