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 6 . 16 星期五

0531-85193700
0533-3159015

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今日本报B01—B04 ■值班主任：樊伟宏 ■本版编辑：曲惠莹 ■美编：张荐博

淄博的工业之重与工业之轻
记者 马玉姝 张文珂

对一座城市而言，经济转
型升级本身就是一次产业链进
一步重构和完善的过程。

从表面看，淄博拥有100多
年的近现代工业史，形成了完
备的现代产业体系——— 全国41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39个在淄
博实现了规模化发展。

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作为立市之本的化工、医
药、建陶、纺织等传统产业，在
辉煌时期曾让淄博多次迎来

“高光”时刻，市辖区GDP曾一
度位居全国前列……

不过，随着历史的长河奔涌
向前，淄博虽仍位列全国重要工
业城市，但结构偏重、附加值低
的现状，已经成为影响淄博工业
进一步提升的显著问题。

在当前特殊的背景之下，
淄博如何借助流量进一步优化
工业的轻重平衡？消费品之城
的愿望怎样才能更快达成？

重有多重

淄博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分
量究竟如何？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22
年，淄博实现GDP4402 . 6亿元，
同比增长4 . 7%，第二产业占比
达49 . 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 . 5%，分别
高于全国、全省2 . 9个和1 . 4个
百分点；

截至2022年，淄博拥有国家
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19家，数量居全国第6位……

特别是去年，工信部直属
单位赛迪研究院发布的《先进
制造业百强市(2022)》显示，淄
博位列榜单第53位，较上一年
度前进1位。

2023年一季度，淄博规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 . 1%，累
计增加值排名前十的行业中，
有7个实现增长。

其中，石油、煤炭及其它燃
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4个行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1 2 . 5 % 、
21 . 3%、10 . 2%、94 . 1%，合计拉
动全市增速6 . 5个百分点。

由此，石油、装备制造等行
业板块依旧是淄博的经济支柱
与产业命脉。

位于临淄区的齐鲁化学工
业区是继上海、南京之后，国家
批复的第3家专业化工园区。区
内的齐鲁石化不仅是中石化布
局在山东的炼化龙头企业，更
因布局了缜密的上下游产业链
而对淄博日益举足轻重。

天眼查显示，截至目前，仅
齐鲁石化一家企业就解决了近
1 . 6万人就业，若计算其上下游
配套企业的吸纳员工数量，这

个数字将达到数十万人之多。
龙头企业，在一定意义上

可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强劲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淄博33家A
股上市公司中，有27家是各自
行业中的领军型企业。

比如，新华制药是国内领
先的解热镇痛类药物生产与出
口企业，凯盛新材是全球最大
的氯化亚砜生产企业，山东赫
达是全球领先的非离子纤维素
醚生产企业，东岳硅材是国内
有机硅行业领先企业。

再比如，鲁泰纺织是全球
领先的高档色织面料生产商，
英科医疗是全球领先的一次性
医疗耗材和医疗耐用设备生产
商，金晶玻璃则是全球为数不
多同时拥有晶硅和薄膜用光伏
玻璃两种工艺的企业。

按照官方思路，淄博正重
点建设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和
化工新材料三大千亿级产业板
块，重点培育聚烯烃、聚氨酯、
氟硅材料、工程塑料四大化工
新材料产业集群。

轻有多轻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
今年一季度淄博第二产业增加
值为507 . 43亿元，虽然增速可
观，但依旧没有达到淄博“高
光”时刻的绝对值。

事实上，工业“失速”或早
已有迹可循。

截至2022年底，淄博规上
工 业 企 业 数 量 重 新 突 破“ 两
千”，达到2004家。而在此前的
2013年，淄博还拥有3182家规
上工业企业，规上工业总产值
达到11376 . 7亿元。

一方面是规上工业企业数
量下降，另一方面是上述企业
盈利水平与先进城市相比存在
差距———

2020年至2022年，淄博规
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为
4 4 7 5 . 3亿元、6 0 3 7 . 4亿元及
6 4 5 7 . 5 亿元，分别实现利润
214 . 8亿元、392 . 5亿元和209 . 1
亿元。

而作为制造业强市，青岛
2020年至2022年间规上工业利
润分别为531 . 6亿元、576 . 1亿
元和515 . 6亿元。

盈利能力存在差距的原因
显而易见。

从淄博A股上市公司看，33
家上市公司中，仅有新华医疗、
蓝帆医疗、英科医疗等企业属
于生产最终品，直接面向终端
客户。

而以凯盛新材、山东药玻、
山东赫达、金城医药为代表的
绝大多数淄博企业，虽在各细
分领域中处于龙头位置，但与
其下游企业相比，盈利能力并
不在一个水平。

以联创股份为例，其含氟
新材料板块的锂电级PVDF产
品，虽与其他含氟产品相比具
有利润高、附加值大的优势，但
与最终产品汽车动力电池，依
旧不在一个数量层级。

比如，以宁德时代、海尔智
家为代表的下游产业，不仅能
够直接、间接面向消费者，更创
造出万亿市值的宁德“财富神
话”。

记者计算发现，截至6月12
日收盘，海尔系A股海尔智家市
值为2202 . 0亿元，而淄博33家A
股公司中，市值前25家相加才
能与之相比。

由此可见，产业过于“传
统”，也是淄博经济发展面临的
另一个短板弱项。上述背后最根
本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淄博制造
业始终局限于原材料生产以及
中间体制造的现实“困境”。

事实上，制造业的结构，有
面向企业服务赛道的To B端和

面向终端消费者的To C端之
分。二者最大的区别是，To B端
在市场定位、品牌、传播声量上
难以超越To C端。

淄博拿得出手的企业中，
绝大多数属于To B赛道，也就
是把原料供给下游企业。这不
仅来钱快，更省去了面向消费
者的营销环节。

不过，相较于面向消费者，
ToB赛道的企业发展空间比较
受限；而如海尔、青啤、美的等
To C企业，如果运营得好，借助
风口，可以短时间内积累极大
财富。

相比之下，To B赛道面向
企业，具有稳定的消费团体，发
展得慢，但很稳定。

稳定就意味着，在“消费品
之城”打造上，To B赛道与To
C赛道存在天然差距。

此外，淄博直接面向消费
者的生产企业，规模普遍存在
散小、微弱，市场集中度低，竞
争力不足，企业间关联度及现
代化、信息化水平均不高的状
况。

与之产生对比的是青岛。
青岛目前已形成彩电、智

能手机、汽车、啤酒、橡胶轮胎
等技术含量为主的终端消费
品，在共融协调发展之下形成
过千亿的产业链——— 智能家
电、高端化工新材料。

平衡之道

成功者往往更善于学习别
人的经验。

上世纪末，青岛在全国率
先提出并实施“品牌强市”战
略，孕育了以海尔、海信、青啤、
双星、澳柯玛“五朵金花”为代
表的面向终端消费的制造业龙
头企业，品牌也成为青岛最为
鲜明的城市特色。

再比如宁波。2022年，宁波

出台的《宁波市深入实施品牌
战略行动计划(2022-2026年)》
提出，到2026年力争实现世界
500强企业和世界品牌价值500
强企业零的突破，省级以上政
府质量奖获评组织达到15个；
深入实施品牌战略行动，建立
完善的品牌培育、创建、推广和
保护的机制。

合肥也在品牌经济方面发
力，提出要孵化更多合肥原创
品牌，推动“合肥品牌”向“中国
品牌”“世界品牌”升级，每年开
发100个以上省级新产品、10个
左右“安徽工业精品”。

以消费品为例，青岛啤酒、
烟台苹果等以城市命名的消费
品品牌，与城市知名度的推介
相辅相成。产品销出去的同时，
也是城市软实力的输出。

聚焦到调味品产业。淄博
虽拥有玉兔、峪林、宝凤等品
牌，但上述品牌的销售范围也
多是辐射本地，“多而不强”的
局面难以打破。

以烧烤“三件套”为例，淄博
绝大多数的烧烤摊用的蒜蓉辣
酱、甜面酱是天津生产，难以看
到淄博本土品牌所供应的产品。

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是烟
台欣和，拥有热销全国的味达
美酱油；潍坊崔子牌小磨香油
也是该领域的全国知名产品；
鲁花、龙大等品牌更是全国顶
流……

事实上，调味品产业是淄
博面向消费者生产的产品中，
最成规模、最贴近家用、最能成
气的产业。

记者发现，2016年淄博就曾
提出品牌建设是塑造竞争新优
势必由之路的这一思路。彼时确
定了提升制造业品牌、壮大服务
业品牌、做大农产品品牌、打造
国际自主品牌四大方向。

其中，在制造业品牌提升
中，要求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实施

“铸链”工程，发挥品牌对产业
链的拉伸作用，推动产业向价
值链中高端延伸。

此后的2022年11月，淄博
市委十三届三次会议提出，打
造先进制造业强市，加快建设
具有区域影响力、竞争力的先
进制造业基地。

事实上，上述思路与淄博
的产业实际情况不谋而合———

近年来，淄博将新材料、智
能装备、新医药、电子信息“四
强”产业作为工业新旧动能转
换的主攻方向。

同时，淄博是工业大市，工
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制
造业企业众多，具备建设先进
制造业强市的产业基础和发展
潜力。

由此，在产业升级与消费
品品牌建设上，淄博制造业的
下一步，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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