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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版
江奎详解了凯傲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与

潍柴的公司治理进行了对比，两者有许多不
同，如凯傲的监事会和执行管理层分工明确
不重合；而潍柴的执行董事在董事会和管理
层中兼任职务。德国企业的监事会监事不论
是来自股东还是工会，均以个人名义来独立
判断作出决策，并个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
是代表股东履职，这和中国的上市公司有很
大不同。 在管理层的权利与义务上，国内上
市公司一般无定规，根据业务情况和需要召
开会议，无需向个人汇报；而凯傲的执行管
理层每 14天召开一次会议，CEO须定期向
监事会主席汇报公司运营事项。监事会的权
利也不同，国内企业的监事会对董事会只有
监督权，无任免权；凯傲的监事会则对执行
管理层有监督任免权。
“公司治理不存在唯一的、最佳模式，

人的因素是根本。 ”总结海外公司的治理经
验，江奎认为关键是因地制宜、依法治理。

为跨越文化差异，潍柴采取了多种方式
让并购公司的员工在切身体验中了解、认同
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 如去年 9月，潍柴将
信息化大楼的会议室临时改建为中国馆、德
国馆、意大利馆、叉车馆、发动机馆、卡车馆，

其中有中国的功夫茶、风筝、书法，德国的足
球文化与啤酒，意大利的美食。 来自全球的
潍柴动力各子公司的 CEO在感受不同的文
化元素的同时，阐释出自己对潍柴文化———
和谐、责任、包容的理解。参与此活动的潍柴
集团董事长谭旭光表示， 在活动的碰撞中，
每个 CEO进一步统一了思想， 无疑将加快
推动集团的国际化发展。

跨国建厂，向技术输出转型

谈及新常态下的海外市场，张更生直言
不讳，称目前其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美元
升值，二是人民币贬值。 这使东南亚、中东、
非洲等传统市场开始萎缩。

据张更生介绍，为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
冲击，潍柴开始从单纯产品出口向平台建设
转型，准备在海外建 8个 ABO，目前已建成
7个，拉美市场正在建。ABO下设办事处，在
主要市场设立工厂，实现当地生产。

据了解，潍柴印度公司 2014年 11月正
式投产， 目前产销两旺。 该公司主打的
WP10/12发动机颇受当地客户青睐， 目前
以船电和工业动力产品为主，这是检验潍柴
国际化能力的试验田，也是潍柴开拓海外业

务的桥头堡。
“印度公司一期产能 1万台，产值近 1

亿美元，得到了当地大力支持，促进了当地
就业。 ”张更生说。

潍柴印度公司的投产，是中国发动机企
业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到输出技术的转折，
也是潍柴国际化从一般贸易升级为海外建
厂的质的飞跃。

而印度公司只是潍柴技术输出的开始。
张更生告诉记者，技术输出是潍柴未来的重
要发展方向， 目前潍柴正向埃塞俄比亚、缅
甸输出技术，“对方搞制造， 我们给予许可
证，提供技术支持。 ”
“作为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典范，潍柴未

来将受益‘一带一路’，随着中国资本走出
国门，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中金公司在
其近期的研报中这样表示。

其实，“一带一路” 战略下企业“走出
去”的意义远不止于商机本身。 企业无论是
海外建厂，还是技术输出，这种转型与交流，
既在竞争与合作的张力中汇聚优势资源，构
建新的平台与渠道，拓展新的市场，又跨越了
国界间的法律、制度、文化、甚至汇率壁垒，将
中国制造模式以及中国的文化、 理念传播出
去，推动商业交流之外的经济文化融合。

潍柴：“一带一路”先行一步

山东通过实施工业企业及热电厂高效煤粉锅炉示
范工程、 新能源集热系统应用工程和合同能源管理推
广工程，力争实现 2015年节能 5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
氧化碳 120万吨的目标

导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宋雅男） 经济导报记者从山东省财
政厅获悉， 为推动山东省经济转型升级，优
化能源结构调整，近日，山东省财政出资 2
亿元，启动实施“工业绿动力”计划。

山东通过实施工业企业及热电厂高效煤
粉锅炉示范工程、 新能源集热系统应用工程
和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工程，力争实现 2015年
节能 5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 120万吨
的目标，带动煤粉及锅炉设备制造业、新能源
产业和节能服务业发展， 为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提供绿色支撑，确保完成“十二五”全省万
元 GDP能源降低 17%的考核任务。

为此，将推动高效煤粉锅炉示范工程试
点 1亿元。针对山东省能源消费总量居全国
首位的现状， 为从源头上削减燃煤污染，减
少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推动区域大气环境
质量改善，2015年，山东省财政将出资 1亿
元，选择实施条件成熟、节能减排任务重的
淄博市开展高效煤粉锅炉示范试点。采取高
效煤粉锅炉与制备中心共建结合的方式，推
动煤炭清洗、煤粉制备、物流配送、煤粉储
存、锅炉改造等环节实施改造升级，实现煤
粉安全生产、储运及锅炉稳定运行，提高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使煤炭锅炉烟气排放

达到天然气锅炉排放标准。
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

综合考虑燃煤重点区域和物流运输辐射途
径，分别支持淄川区、周村区各建设 1座 100
万吨 /年的高效煤粉制备中心， 按照投运后
年煤粉产能不超过 30元 /吨给予一次性奖
励；二是结合淄博产业特色和工业布局，综合
考虑试点示范锅炉类型和投资拉动作用，在
全市支持 40个高效煤粉锅炉建设改造，按照
不超过 10万元 /蒸吨予以一次性奖励，单台
锅炉最高可达奖励 400万元。

同时，支持新能源集热系统应用工程建
设 5000万元。 为推广和使用绿色低碳新能
源，建立多元能源供应体系，促进山东省太
阳能光热产业转型发展，在对学校、养老敬
老和卫生医疗机构实施太阳能集热系统财
政补贴政策的基础上，2015年，山东省财政
将出资 5000万元， 将奖励政策扩大到工业

领域，对纺织、食品加工、化工等热水量需求
大的工业行业共 1073个太阳能集热系统应
用的示范项目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标准为
日产热水每吨补贴 6000元。 同一企业享受
一次性财政补贴最高不超过 150万元。

此外 ， 实施省级合同能源管理推广政
策 5000万元。 为推动山东省构建节能服务
业市场化机制，优化能源投资新方式，促进
节能减排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2015年，
山东省财政将出资 5000万元， 进一步加大
合同能源管理政策推广力度， 对 66个符合
条件的节能效益分享型和能源费用托管型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予以奖励。
其中，工业类项目按照 300元 /吨标准煤的

标准进行奖励； 对外部性较强的非工业类项目，
如绿色照明改造、建筑节能改造等，按照 500元 /
吨标准煤的标准进行奖励。 同一节能服务公司，
年累计享受财政补贴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
公司遗失空白银保通保险单一批， 号段
如下:
101100055112-101100055115
101100055137-101100055137
101100055251-101100055255
101100057921-101100057940
101100072281-101100072300
101100072371-101100072390
101100072421-101100072430
101100072850-101100072855
101100078277-101100078277
101100176841-101100176850

101100176255-101100176255
000900087343-000900087343
000900087353-000900087359
000900087362-000900087365
000900087593-000900087593
000900087626-000900087629
001100219763-001100219765
001100219767-001100219771
101100068333-101100068335
101100068098-101100068100
101100068149-101100068160
101100068162-101100068175
101100068224-101100068225
001100219735-001100219735
001100157592-001100157600
001100157731-001100157740
001100157862-001100157871
101100067766-101100067770
101100067833-101100067840
101100067863-101100067870
101100068006-101100068020

101100075203-101100075210
101100060174-101100060175
101100060293-101100060295
101100107496-101100107500
101100279590-101100279599
101100075363-101100075363
101100102469-101100102470
101100266178-101100266200
101100265801-101100265820
101100265823-101100265872
101100265903-101100265905
101100265914-101100265918
101100265935-101100265958
101100265963-101100265963
101100271357-101100271370
101100266121-101100266126
101100269944-101100269955
101100269957-101100269960
101100269962-101100269965
101100269967-101100269970
101100269974-101100269974

101100266127-101100266177
101100269975-101100269985
101100271332-101100271350
101100084331-101100084334
101100084361-101100084367
101100084369-101100084370
101100084272-101100084300
101100275389-101100275390
101100080368-101100080370
101100080497-101100080500
101100080274-101100080290
101100275387-101100275387
101100080305-101100080305
101100080314-101100080314
101100080396-101100080396
101100080004-101100080004
101100080366-101100080366
101100084445-101100084445
101100271164-101100271165
101100275574-101100275580
101100271114-101100271120

101100084327-101100084330
101100275550-101100275550
101100084020-101100084020
101100084302-101100084302
101100077521-101100077700
101100080865-101100080865
101100083221-101100083222
101100081373-101100081403
101100081408-101100081423
101100081430-101100081500
101100080866-101100080900
101100081334-101100081335
101100081340-101100081371
101100178794-101100178900
101100178761-101100178793
101100178361-101100178400
101100080715-101100080720
101100080723-101100080728
101100080762-101100080770
101100080801-101100080801
101100080859-101100080864

101100080729-101100080730
101100080740-101100080750
101100080822-101100080858
101100080802-101100080821
101100083236-101100083238
101100083231-101100083235
101100178662-101100178670
101100083349-101100083350
101100082867-101100082868
101100082870-101100082880
101100082869-101100082869
101100082940-101100082940
101100082980-101100082980
101100083023-101100083050
101100083056-101100083060
101100083796-101100083805
101100083062-101100083070
101100083061-101100083061
101100083342-101100083348
101100081324-101100081325
共计 1318份，声明作废。

筹资 2亿元 实施三大工程

山东启动“工业绿动力”计划
地炼原油使用权
申请如火如荼
垦利与利津石化各获约 300 万吨/年额度

Channyendongntai
产业动态

食糖进口量价齐跌
缘于严控进口和国际市场供过于求

6月大宗商品
供需指数下降

导报讯 （记者 刘勇）1日，大
宗商品数据商———生意社发布的 6
月中国大宗商品供需指数（BCI)为
-0.45，均涨幅为 -1.59%，反映该月
制造业经济较上月呈收缩状态，经
济有下行风险。

BCI监测的 8个板块， 仅建材
上涨，涨幅为 0.01%；跌幅最大的是
钢铁板块，跌幅为 -3.24%；其次是
有色，跌幅为 -2.61%。

5月份山东工业增加值
增长 7.3%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从山东
省经信委了解到，今年 5月份，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 比上月提高了 0.6个百分点。
其中,制造业增长 7.8%，比上月提高
0.5个百分点； 重工业增长 7.6%，比
上月提高 0.8个百分点； 轻工业增
长 6.5%，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

5月份， 全省重点调度的 120
种产品有 58 种产量同比增长，占
48.3%，增长面比上月提高了 1.6个
百分点。1-5月累计，全省重点调度
的 120种产品有 64种产量同比增
长，占 53.3%，增长面比 1-4月提高
了 0.8个百分点。

山东水上客运
结束“四连降”

导报讯（记者 戴岳）近日，记
者从山东海事局获悉， 今年上半
年全省沿海货物进出港总量 4.4
亿吨， 同比减少 1.2%。 其中外贸
货物运量 2.7 亿吨， 同比减少
4.2% ； 船载危险品运量 1.37 亿
吨，同比增长 15.3%。 6 月份船载
危险货运运量 2527 万吨，创单月
历史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 上半年全省完
成水上旅客运输 782万人次， 同比
增长 4.2%，结束了连续 4年同期下
降态势。进入暑期以来，山东沿海滨
海旅游进入旺季。

济南建筑工人工伤保险
3年将“全覆盖”

导报讯（记者 曹凤芹）从济南
市日前召开的贯彻落实《关于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 会议上获
悉， 该市将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
补充保险制度， 切实落实建筑业工
伤保险专项扩面行动计划， 用 3年
左右时间实现建筑业从业人员全部
参加工伤保险。

济南还将通过 3 年左右的时
间， 力争确保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
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 95%以上，
建筑、 餐饮住宿等流动性较强的行
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 65%
以上。

导报讯 （记者 刘勇）

7 月 1日， 中国大宗商品发
展研究中心（CDRC）发布
7 月大宗商品信心指数
（CCI），7月 CCI为 -0.26。

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研究
中心秘书长、 导报特约评论
员刘心田表示， 和此前预料
相符，7 月大宗商品信心指
数 CCI继续收至荣枯线下，
与 5、6 月 CCI 构成“三连
阴”。

刘心田分析，7 月 CCI
之所以连阴且呈下跌态势，

主要原因是 6月大宗商品市
场表现不佳，信心阴影增大。
数据显示，6月大宗商品超 7
成下跌，平均跌幅近 2%。 受
市场表现影响， 市场人气减
弱、信心低迷。更值得注意的
的是，7月可预期利好有限，
而利空明显。 6月底政府再
度降息， 但对商品市场刺激
有限，7 月流动性再度释放
的几率并不大。 因为 7月是
传统淡季，需求难以放大，而
供应压力随着企业检修的结
束已然倍增。

导报讯 （记者 刘勇）
6 月 29日，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联合会公布了《关于盘
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进
口原油使用核查评估情况的
公示》。 公示初步确认该公
司可使用进口原油 700万吨
/年。 据悉，这是继东明石化
后， 第二家获得进口原油使
用权的地炼企业。

隆众石化网分析师分析
师杨叶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随着原油申请审核工作的全
面展开， 山东地炼产业链正
加紧整改， 真正的洗牌也即
将陆续上演。《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进口原油使用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明确
规， 申请使用权的企业需拥
有一套及以上单系列设计原
油加工能力大于 200万吨 /
年（不含）的常减压装置，仅

这一项考核要求就已将多数
炼厂关在门外。

据杨叶介绍，截至目前，
已经获得审批的企业有山东
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 盘锦
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另
外目前已经提出申请的企业
有万通、神驰、利津、日照岚
桥等。 据了解，日照岚桥已经
通过了山东省现场查验和核
实；与此同时，调查小组也赶
赴东营对申报企业进行查
验、核实。

导报记者从卓创资讯
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显示，山
东地炼“原油使用权俱乐
部”再添两名新成员，垦利
与利津日前分别获得 300
万吨 / 年左右的进口原油
使用权。 此外，海科与弘润
等企业已考核完毕，有望获
取使用权限。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
经济导报记者从青岛海关了
解到， 今年前 5个月山东口
岸进口食糖 51万吨，比上年
同期减少 19.6%； 价值 12.2
亿元人民币，下降 26.9%；进
口平均价格为每吨 2390元，
下跌 9%。
“严控进口和行业自律

导致食糖进口量快速下
降。 ”卓创资讯糖分析师王
涛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为合
理管控食糖进口规模，2014
年 11月 1日起商务部正式
将食糖纳入自动进口许可管
理货物目录，国家配额外管
控力度的加大是导致食糖进
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同时，
通过行业协会加强企业自
律， 部分企业上半年发放的
进口许可证已经在 3月底前
就使用完毕。 配额外食糖进
口政策收紧，对控制食糖进
口规模和国内糖价的提振初
具成效。

王涛分析，国际糖市供
过于求也打压了国际食糖价
格。 从当前国际糖市看，主
产区产量稳定，泰国和印度
供应增加，从而压制了国际
市场价格。 国际食糖采购低
迷，美元走强促进巴西出口，
印度严控进口、刺激出口，均
利空糖价。 2014/2015 榨季
全球糖市仍处于供应过剩状
态，导致国际糖价一直维持
低位。

雪上加霜的是， 随着糖
价的提高，食糖消费开始受到
其他竞争产品的制约。今年上
半年，糖价上涨刺激淀粉糖企
业开工率明显增加。按目前果
葡糖浆不到 3300元 /吨的售
价计算，山东地区白砂糖与果
糖每吨价差超过 700元，果糖
优势非常显著。淀粉糖和果糖
的替代效应对白糖价格上涨
形成压力，食糖消费空间受到
挤压，糖企普遍反映销糖存在
较大困难。

大宗商品信心指数“三连阴”
7月继续收至荣枯线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