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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化
看“沛县样本”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 发自江苏沛县

沛县，江苏徐州市的一个县份，把守着江苏省的北大门，也被当地人称为江苏省的“神经末梢”，是江苏省最后一个通通高速的县。作为曾经的传统农
业大县的沛县，曾是江苏的五大穷县之一，也有穷县、乱县之称。

就是这样一个区位条件不优、发展基础薄弱、多种矛盾交织的县，“十一五”以来，沛县先后完成了迈进苏北科学发展展第一方阵、跨入全国百强县行
列、率先建成小康社会、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荣获全国文明县城五件大事，用7年的时间实现洼地崛起、后来居上、跨越赶超。

“沛县现象”让人感到震惊，当地县委县政府是如何带领沛县人民创造出“沛县现象”的，“沛县现象”能给济宁市以以及各县市区就解放思想、实现跨越发展
带来怎样的启示？连日来，本报记者赶赴沛县，深入当地城市乡村、企业厂房、田间地头，力图通过记者的所见所闻，，解读“沛县现象”背后的启示。

2月26日，从坐落在沛县新城区的新
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驱车前往江苏大屯
铝业有限公司的路上，道路两旁的柳树已
经冒出了些许绿意，透露着早春的气息。

大屯铝业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
正忙得热火朝天。这是一家生产铝锭的企
业，位于沛县经济开发区的工业园区内。
公司董事长华桂林指着刚刚生产出来、每
个重达10吨的铝锭告诉记者，这一万元一
吨的铝锭在他们自己的园区内就能加工，
加工后的铝锭将变成数万元一吨用于包
装印刷的铝箔，“就这样，每吨铝不出沛
县，它的附加值就增加了近十倍。”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胡红侠告
诉记者，近年来，沛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煤
电资源优势，按照抓住一个龙头、延伸一
个链条、培育一个产业的思路，着力培育
壮大铝产业，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实现了
电解铝零的突破、铝加工链条的延伸拓
展、铝产业的崛起跨越。

胡红侠说，沛县铝产业的快速跨越发
展源于沛县成功取得2007年中国首届煤
电铝高层论坛的承办权。胡红侠告诉记
者，据勘查，沛县已探明的煤炭储量达26
亿吨，可均衡开采100年，年产原煤1200万
吨，占江苏煤炭总产量的40%。“沛县在新
型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跳出‘只重开采，不
重加工’的传统模式，以产业关联的思路
积极打造资源深加工平台，增强产业集聚
度，提高资源的附加值。”

正是依托当地丰富的煤电资源拓展
“关联产业”，沛县积极支持中煤集团发挥
中央企业诸多优势，投资兴建了江苏大屯
铝业有限公司(江苏省唯一的电解铝企
业)，走出了煤电铝一体化发展道路。“当时
园区内只有大屯铝业一家企业，年产能力
也只有10万吨。”胡红侠说，先人一步的产业
发展逐步形成资源配置上的引力，大屯铝
业以及周边省份的电解铝资源开始向沛县
汇集。2007年12月，沛县成立江苏新型铝型
材产业园，成为江苏省唯一发展新型铝型
材加工产业的特色园区和特色产业基地。
也就是在同年的5月份，沛县开始积极申
办国家级铝业高层论坛，“我们一个县去
承办国家级的高层论坛，这是从来没有过
的，当时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

胡红侠介绍，沛县的铝产业绝非土法
上马、小打小闹，而是瞄准“高端”，拉长

“链条”，做强“精品”。在沛县的江苏新型
铝材产业园，集聚了上海大屯能源10万吨
高精铝板带、华丰铝业10万吨高精铝板
带、丰源铝业5万吨双零铝箔、沃德铝业15
万吨高档工业和建筑铝型材等10余个重
大产业项目，建成后将形成投资200亿元、
产值500亿元的规模，成为长三角最大的
铝加工产业集聚区。

沛县县委书记冯兴振告诉记者，早在
2002年，沛县县委、县政府就清楚地认识
到，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初级阶段的沛
县经济，不能再走“先粗放增长，再转型升
级”的老路，沛县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强
力换档，用新型工业化的思路，引领沛县
工业经济发展。

在冯兴振看来，围绕优势资源、引进
先进技术、培育特色产业，仅仅是沛县新
型工业化的第一步。“众多企业在局部空
间的链式集聚，将产生突出的集聚效应，
这种集聚效应能够创造出企业在分散状
态下难以想象的经济效益。”冯兴振说，解
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就是实现沛县工
业的“链式聚集”。

“就像铝工业那样，由电解铝起步，形
成了铝棒、铝型材、铝板带、铝箔、铝合金
棒、再生铝等多家企业的集聚。”胡红侠
说，依托江苏省唯一的电解铝企业大屯铝
业，沛县的铝产业成功引入，并形成上
海能源、广东佛山、江阴华西三大百亿
元铝加工板块。同时，沛县的煤盐化工
也形成了数条“贯通上下游”的产业链
条。“在煤盐化工产业中，观茂焦化生产
的焦炭、煤焦油、煤气，可以供应给天成
氯碱进行发电，而天成氯碱生产的氯
气、氢气，可以生产次氯酸钙、三氯氢硅
等产品供其他企业使用……”胡红侠说得
有点兴奋。

沛县发改委主任王德信说，“链式集
聚”带来的是工业制品不出沛县即可被

“消化”，成为下一道生产企业的原材料。
工业制品沿生产链在沛县各企业间被一
级级深加工，产品附加值在沛县境内被一
级级垒高。“就像大屯铝业生产的铝锭，不
出沛县它的附加值就能增加近十倍。”王
德信告诉记者，围绕煤炭这一优势资源，
沛县规划建设了淮海经济区最大的煤盐
化工集聚区，沛县的煤盐化工产业园是江
苏唯一的煤化工产业基地，被纳入国家发
改委《煤化工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成为
全国七大煤化工产业基地之一。目前，园
区内已集聚煤焦化、盐卤精细化工、PVC
加工等总投资150亿元的19个项目，全部
建成投产后可实现产值500亿元。

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持续的配套投入，
也为沛县产业的“链式集聚”注入了强劲
原动力。“一家年产量达350万吨焦炭的煤
化企业，焦炭直接创造的工业产值是65
亿，包括焦炉煤气等下游产品可创造25亿
的工业产值，利税可达15亿元，这15亿元
资金我们可以用来滚动投入，进一步完善
产业配套与基础设施建设，又能引进一家
新的煤化公司，实现相关产业链条的持续
扩张与优化”，王德信给我们算了这样一
笔账。

“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徐(州)济(宁)之间最大中心城
市”，这是树立在沛县西外环和南外环交汇处的两个大型宣传牌的标
语。标语的背后显示出沛县人的底气和干劲。

被当地人称为江苏“神经末梢”的沛县，其公共财政收入在2006年
的时候为6 . 02亿元，2007年就突破10亿元，2009年突破15亿元，2010年突
破20亿元大关，2011年突破30亿元，2012年就达到39亿元。随着经济实
力持续跃升，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型，沛县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新
型工业化道路，各项社会经济指标位居苏北前列，综合实力进入苏北

“第一方阵”，其新型工业化的轨迹和经验为苏北乃至全国发展水平
相近的县域经济提供了引领样本。

新型工业化的“沛县样本”中，特色产业规模化的思路一直很清
晰，沛县着力培育百亿元的工业企业，并打通工业产业的上下游产业
链，使工业实现“链式聚集”，推动特色产业的规模发展成为该县新型
工业化之路的亮点所在。

一万元一吨的铝锭加工
后将变成数万元一吨用于包
装印刷的铝箔，就这样，每吨
铝不出沛县，它的附加值就增
加了近十倍。

初级产品“足不出县”

附加值就能翻几番

众多企业在局部空间的
链式集聚，将产生突出的集聚
效应，这种集聚效应能够创造
出企业在分散状态下难以想
象的经济效益。

产业链条聚集优化

给工业注入强动力

▲铝箔产品。

铝制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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