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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構建和諧
中共十七大，令中國再次聚焦在全世界的

鎂光燈下。

光陰荏苒，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

已走過了近30年的改革開放之路。回顧這段

激動人心的奮鬥歷程，年均百分之九以上的

GDP經濟增速，使中國一舉完成了解決溫飽

問題和邁向小康的歷史性階段跨越。

新世紀以來，尤其是中

共十六大以來，面

對國內外更為

複雜多變

的形勢，

中國共產黨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

導下，倡導並致力於實現以人為本，強調社

會和諧，堅持科學發展觀的治國理念，力爭

在本世紀頭20年，將中國建設成一個全民富

裕的小康社會。短短的5年，僅是歷史長河的

一瞬間，但中國卻完成了更上層樓的飛躍：

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進一

步提高，綜合國力進一步增強，經濟總量在

世界排名中已由第六位晉陞到第四位，社會

民主和公平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這一頁的歷史成果，由中共和全國人民共

同書寫。放眼神州，五年來社會各界英才輩

出，和諧創新的社會綻放蓬勃生

機。本報特推出《聚焦十

七大：科學發展 構建和諧》專輯，縱覽神州

大地改革開放的滄桑巨變，細述風流人物，

共迎中華民族更加輝煌的中興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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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集團的誕生
雲銅集團成立於1996年4月25日，由原雲南冶煉廠、

東川礦務局、易門礦務局、大姚銅礦、牟定銅礦合併
組建而成。
雲銅集團的成立，有㠥特殊的歷史背景。從某

種程度上說，是一個政府行為，而不是企
業自發行為。雖然從現在的效果來看，
政府當時的決策是正確的，但在成立
之初，這個由行政指令組合到一起
的企業集團，並未很快形成合
力，反而「家家有本難唸的
經」，各自面臨一大堆矛盾和問
題。
雲銅集團董事長鄒韶祿將

這些矛盾和問題歸納為三
點：一是洞老山空，資源枯
竭。「四礦」均為老國有企
業，東川礦務局、易門礦務
局成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
大姚、牟定銅礦成立於上世
紀七十年代，經過幾十年開
採，均已成為晚期危機型礦
山，資源豐度差，品位低，
多數資源達不到經濟開採要
求。二是技術裝備落後，環境
污染重。雲南冶煉廠成立於上
世紀五十年代，生產技術為傳統
火法工藝，產能低，能耗高，污染
大。「四礦」的生產裝備落後，效
能十分低下；三是冗員多，負擔重。
雲銅集團成立時有3.4萬名在職職工，3萬
多名離退休職工。同時企業還辦有10多所中
小學校，10多家醫院，多所公安派出所，社會負擔非
常沉重。
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存在，大大降低了雲銅集團抵禦

市場風險的能力。雪上加霜的是，從1996年開始，國
際市場電銅和銅精礦價格一路狂跌，雲銅集團在內憂
外患之下連連虧損，1998年虧損額高達1.5億元，成為
全國有色系統和雲南省的虧損大戶。組建不到兩年的
雲銅集團風雨飄搖，朝不保夕。

股份制改造帶來希望
1998年，鄒韶祿受命於危難之間，出任雲銅集團董

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在有色金屬行業工作了20
多年的鄒韶祿對雲銅集團的「病根」看得很清楚，在
於經濟結構、組織結構、產品結構、資本結構和勞動
力結構都不合理，歸根到底是企業體制不合理，要想
根除「頑疾」，必須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入手。
早在1996年，鄒韶祿還在擔任中國有色昆明公司經

理的時候，就開始籌劃將雲銅集團的優質資產——雲南
冶煉廠改制上市。

「當時我們歸中央管，上市指標在中央，可是中央
有關部門不給我們，讓我們到省裡要指標。」鄒韶祿
回憶說。
當時的上市指標本來就是稀缺資源，何況是中央直

屬企業到地方要指標，其難度可想而知。
鄒韶祿帶領雲銅集團的一個專門小組整整跑
了一年，曾累到病倒仍不休息，終於拿到

了那個寶貴的指標。
1998年4月，「雲南銅業」成功在
深交所上市，上市募集到資金，為
後來引進國外先進設備，進行大
規模技術改造作了足夠的資金
儲備，也為雲銅集團走出困境
帶來了新的希望。

關閉破產輕裝上陣
國有企業的關閉破產，是

個誰提起來都頭痛的難題。
「難就難在要妥善安置職
工。因為我們是國有企
業，不可能把職工推到社會
不管。」鄒韶祿說。
「但是不破產又沒有出

路。不把沉重的歷史包袱甩
掉，雲銅集團就會被拖垮，
更不要談發展。」
雲銅集團的破產，涉及到10

餘家礦山企業、冶煉企業和商貿
企業，2萬多名在職職工和3萬多名

離退休職工。面對這個超級難題，
雲銅集團管理層沒有退縮，而是在充

分利用好國家破產政策的基礎上，千方百
計維護職工利益，為職工尋找妥善的出路。

「當時大家的思路很清晰，我們一方面關閉，一方
面重組。通過重組盡量安排職工重新就業。」
從1997年開始一直到今年，歷時10年，雲銅集團的

關閉破產工作才基本完成，期間經歷的艱辛，決非局
外人所能體會。
在關閉破產的同時，雲銅集團還進行了「瘦身」行

動，104個輔業小公司完成改制，國有資產平穩退出，
企業所辦學校、醫院、公安等機構基本交由地方管
理，3萬多名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全部實現社會化發
放，大大減輕了企業的負擔。
通過關閉破產和「瘦身」行動，雲銅集團甩掉包

袱，輕裝上陣，展現出勃勃生機。數字是最好的說
明。2000年，國際銅價跌至100多年來的最低點，而雲
銅集團經受住了考驗，當年盈利4000多萬元，一舉摘
掉了虧損的帽子，從此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科技創新脫胎換骨
在雲銅發展史上，科技創新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容忽

視。

由於銅工業屬於原材料基礎行業，受計劃經濟體制
影響較深，產品、工藝、技術標準曾經幾十年不變。
落後的生產工藝和生產水平，不僅嚴重制約了雲銅集
團的進一步發展，而且客觀上束縛了職工的思維，滋
長了職工的惰性。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艾薩爐的引進是革命性的。從

1998年開始籌劃引進、2002年建成投產的艾薩爐，不
僅使雲銅的年冶煉能力大大提高，每年為雲銅新增利
稅數億元，而且通過二次創新，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識
產權的「雲銅艾薩」技術。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艾薩
爐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鍛煉了雲銅的職工隊
伍，讓職工認識到先進科技帶來的超強生產力，徹底
改變了雲銅職工的精神面貌。
「艾薩爐的引進，使雲銅集團的工藝水平和職工素

質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
化。現在艾薩爐已經成為雲銅集團的一張科技名片。」
雲銅集團生產部主任王沖說。
借助於科技進步，雲銅2002年電銅產量達到18.6萬

噸，邁進中國銅業三強行列。

企業管理也要創新
在最困難的1998年，雲銅集團與中南大學合作，創

立並全面實施了預算化管理體系。
可以說，預算化管理既是雲銅集團「向管理要效益」

的主動訴求，也是形勢所迫。在銅價持續低迷的上世
紀九十年代末，「開源」很困難，「節流」很必要。
預算化管理的推行，在雲銅集團上下展開了一場管理
革命，企業生產成本大大下降。僅1999年，可比生產
成本就比上年下降5.7%，節支達1.2億元。
雲銅集團的人才激勵機制也很有新意。
「企業的競爭實質是人才的競爭，我們公司不但對

管理人才㠥重培養，對專業技術人員也很重視，給予
的津貼是很高的。」鄒韶祿說。
在雲銅集團，有不同級別的各種技術津貼和學歷津

貼，不但科技人員可以拿到，普通工人如果業務精
湛，同樣可以拿到技師或高級技師津貼。
雲銅集團黨委副書記陳雲祥介紹，目前公司每年要

發放技術津貼2000多萬元。省級學科帶頭人每月可以
拿到5000元技術津貼，教授級高工3000元，高級技師
800元。
近年來，雲銅集團的發展速度甚至遠遠超過了雲銅

人自己的預期。2000年制訂「十五」規劃時，他們提
出了50億元銷售收入、4億元利稅的奮鬥目標。但到
2005年底「十五」結束時，雲銅實現銷售收入152億
元，超出原目標兩倍，實現利稅17億元，超出原目標3
倍多。2005年，他們制訂的目標是到2010年銷售收入
達到150億元，實際上在2006年，他們僅用半年時間就
實現了這個目標。
我們從雲銅集團得到的2007年最新數據是：總資產

342億元，淨資產116億元，1—8月完成銷售收入251億
元，利稅25億元。

雲銅董事長有句經常掛在嘴邊的話：「生產經營解決吃飯問
題，資本運營解決發展問題。」在他所著的《雲銅經略》一書
中，稱「資本運營為最高層次的經營活動。」可見鄒韶祿對資
本的力量有充分、深刻的認識，而在雲銅11年的發展過程中，
資本運營的確起了巨大的作用。
即使在整個中國企業界，雲銅也可稱得上是資本運營的高

手。雲銅在資本運營上的表現，只能用「精彩」來形容。
自1997年開始歷時10年的關閉破產，除了讓雲銅堵住了虧損

源，甩掉了包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雲銅資本運營的一大
手筆。鄒韶祿說：「通過關閉破產，我們爭取到了國家17.5個
億的安置補助費，用這筆錢妥善安置了破產企業職工。加上衝
銷的銀行呆壞賬，總共為企業爭取到了30多億的資金。」
股改上市是雲銅資本運營的另一大手筆。從1998年雲銅股份

上市開始至今，雲銅集團共從股市募集現金30多億元，成為雲
南省從上市渠道獲得資金最多的企業。
2001年，雲銅通過積極爭取國家「債轉股」政策，成功地將

大紅山銅礦4.3億元銀行債務轉為信達公司股權，為大紅山銅礦
二期工程上馬奠定了基礎。
對各種金融工具的運用，雲銅也極為純熟。雲銅股份公司副

總經理、總會計師陳少飛說：「凡是能夠利用的金融工具，我
們基本都用到了。」隨便舉個例子，2005年雲銅與中國進出口
銀行簽訂協議，在此後5年內獲得該行提供的30億人民幣政策性
金融支持。
陳少飛說：「雲銅股份正在籌備發行10-15年的公司債券，預

計可以募集資金30億元。」
據說一位政府官員曾經這樣評價雲銅：國家支持國有企業扭

虧脫困的幾大政策，雲銅全部爭取到手。既懂得資本市場融
資，又懂得爭取和運用政策，這才是最高明的資本運營。

雲銅集團管理
層很早就意識到
了資源對於雲銅
發展的重要意
義。
「早在1997

年，鄒董事長就
提出了『佔資
源、佔地盤、佔
市場』的方針，
雲銅是雲南最早
提出資源戰略的礦業企業。」雲銅資源部主任姚志華說。
姚志華稱雲銅的資源戰略可以用「立足老區，輻射周邊，優

先雲南，走出省外，走到國外」來概況。
在老區，楚雄礦冶的深度探礦為其多贏得10年存續時間；在

省內，雲銅投資2億元取得儲量豐富的迪慶羊拉銅礦和普朗銅礦
的探採權；在省外，通過控股四川拉拉銅礦，控制周邊銅資源
金屬儲量200多萬噸；在國外，目前已取得老撾北部5省的7個
探礦權和2個採礦權，以贊比亞謙比希15萬噸粗銅項目為標誌，
開發非洲資源也已進入實質階段。
「2002年，我們可供開發的資源儲量只有130萬噸，經過5年

的開採，現在我們保有的資源儲量反而增長到750萬噸。」姚志
華說。

到2012年，要實現「七個翻番」，包括：
—實現礦產資源儲量1500萬噸，其中銅資源儲量1200萬噸，
鉛鋅資源儲量300萬噸；
—實現有色金屬總產量120萬噸，其中電銅100萬噸，電鋅20
萬噸；
—實現自產精礦含銅40萬噸，深加工30萬噸；
—實現銷售收入800億元，力爭1000億元；
—實現利稅總額100億元；
—實現進出口貿易額25億美元；
—職工人均年收入達到6萬元以上。

雲銅 資本運營的高手

資源是雲銅的生命線

雲銅集團「十一五」發展目標

■鄒韶祿說，雲銅的改革改了11年了，現在還在改。

■雲銅集團的技術裝備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雲銅集團的礦山企業經歷了從破
產關閉到重組新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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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雲南銅工業的歷史很長，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的東漢時期。

雲銅集團的歷史很短，成立至今僅僅11年。

就是這短短的11年，雲銅集團卻締造了世界銅工

業發展史上的「神話」，從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企

業，發展成為高踞中國銅業第2位、世界銅業第15

位、中國企業500強第115位的知名企業。11年中，

雲銅集團前進的腳步不但從未停歇，而且一直處在

「加速度」狀態。回望這種「加速度」產生的奇跡，

或許雲銅人自己都會感到吃驚。

本報駐雲南記者 周亞明、錢林桃、原曉暉

本報供圖：雲銅集團宣傳部 ■雲銅集團的發展得到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鐵映的肯定。 ■經過十一年的發展，雲銅集團成為雲南省省屬國有企業的一面旗幟。

11年　　締造發展「神話」

■艾薩爐的引進，使雲
銅集團的工藝水平和職
工素質有了質的飛躍。

「百年雲銅在路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