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訪雲銅集團國際投資部主任李犁的時候，她說前不久剛從非
洲考察回來。
「這次去，主要是看一下我們在贊比亞投資項目的進展情況，

另外還去了津巴布韋和剛果（金）考察。」
李犁所說的投資項目，指的是雲銅與中國有色集團共同投資建

設的謙比希15萬噸粗銅冶煉項目。項目總投資2億美元，預計明年
年底建成投產，產品將全部銷往雲銅。
「項目進行得很艱難，主要是非洲那邊的基礎設施比較差，工

業基礎比較薄弱，物質採購比較困難。聽我們派過去參加工程建
設的同事說，連一顆鉚釘都要從國內運過去。」
談到此行的感受，李犁說非洲豐富的礦產資源給

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非洲的銅礦資源很豐
富，特別是位於贊比亞——剛果銅礦帶上的銅
礦，儲量大、品位高。中色集團投資的謙比
希銅礦，探明的銅金屬儲量有500萬噸，平
均銅品位2.2%，比國內的銅礦好多了。除
了銅礦，非洲其他的礦產資源也很豐富。
我們考察一些項目，後面還會繼續跟進。」
雲銅投資謙比希粗銅冶煉項目，顯然並不

僅僅㠥眼於15萬噸粗銅產品。通過這個項目
尋找開發非洲礦產資源的契機，加速雲銅國際
化的步伐，才是雲銅的夢想所在。
其實，雲銅國際化的探索早已開始。
2001年3月，雲銅重組省政府駐香港的窗口公司「雲港公

司」，使之成為雲銅在香港的融資和貿易平台；從2003年起，雲銅
多次考察東南亞資源，目前在老撾取得了數個探礦權和2個採礦
權；2006年，雲銅與印尼當地公司合作，投資建設3000噸精錫冶

煉廠，雲銅第一次嘗試以技術輸出的方式對
外合作；設在澳洲的中國雲銅（澳大利亞）
投資開發公司，立足於澳大利亞礦產資源行
業，成為雲銅在澳大利亞的融資和投資平
台。
關於由中鋁控制的儲量高達1300萬金屬噸

的秘魯特羅莫克銅礦的開發問題，李犁說，由
於雲銅與中鋁戰略合作的細節還沒有最後敲定，

所以下一步雲銅以什麼樣的方式參與開發還不明
朗，「但我們一直在關注這個項目。」

雲銅集團董事長鄒韶祿在接受採訪時說，雲銅的海外項目基本
都在建設中，目前還沒有盈利。但是，從近年來雲銅一系列的海
外投資來看，雲銅國際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到全球尋找資源和市
場，已經成為雲銅的現實目標。

2005年2月23日，佔亞洲銅生產份額85％的中國、日
本、韓國、印度的18家銅企業，在昆明共同發起成立了
「亞洲銅俱樂部」，這是亞洲銅產業首次誕生類似組織。

俱樂部第一次會議，順利通過了《亞洲銅俱樂部章
程》，選舉產生各產銅企業國的理事企業，雲銅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鄒韶祿當選為銅俱樂部首屆理事會會長。亞洲
銅俱樂部第一屆會員包括以下中方企業：雲南銅業（集團）
有限公司、江西銅業集團公司、銅陵有色金屬（集團）公
司、白銀有色金屬公司、金川集團有限公司、大冶有色金
屬公司、山西中條山有色金屬集團有限公司、葫蘆島有色
金屬集團有限公司、煙台鵬暉銅業有限公司。
銅工業是關聯度較高的產業，銅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密

切相關，亞洲作為世界經濟高速增長的地區之一，銅的生
產和消費也大幅增加。中國自2002年以來就成為世界第
一大銅消費國，但中國又是一個銅礦資源缺乏的國家，銅
精礦產量有限，這就使得中國銅企業對海外原料的依賴程
度日益增強，目前進口的銅精礦佔到國內產量的60%左
右。業內人士認為，這種狀況將導致國際供應商進一步加
大對中國銅生產企業的打壓力度，對中國銅工業的健康發
展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亞洲銅俱樂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鄒韶祿說：

「這是中國和亞洲企業在應對國際市場變化，高速發展自
身的前提下，通過聯合走出的第一步，也是制定屬於自己
的遊戲規則的第一步。」

■赤峰雲銅10萬噸銅電解項目建成投產，標誌㠥雲銅的品
牌、資金、技術、管理和人才等幾大要素都已經進入了有能力
向省外輸出的階段。 本報記者錢林桃 攝

「百年雲銅在路上」之

8月份，雲銅集團與河北保定市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雲銅將

投資15億元在保定市安新縣建設年產20萬噸陰極銅的銅電解項

目，計劃2009年建成投產。

這是繼在四川涼山投資礦業和在內蒙古赤峰、廣東清遠投資銅

冶煉項目後，雲銅在省外的又一重大投資。至此，雲銅在中國西

南、東北、華北、華南的戰略佈局已漸漸清晰，其㠥力打造的國

內「銅業王國」已初具雛形。

本報駐雲南記者 周亞明、錢林桃、原曉暉

「走出去」源於憂患意識
「走出去」，是雲銅重要的發展戰略之一，也

是雲銅人多年的願望。這種願望的產生，源自其
強烈的憂患意識。
雲銅集團董事長鄒韶祿曾多次提出他的論斷：

誰擁有資源，誰就擁有未來，誰擁有的礦產資源
多，誰的企業生命周期就長，在資源問題上，一
定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雲南雖然號稱有色資源大省，但銅資源其實並

不特別豐厚。雲銅資源部主任姚志華介紹說，雲
南已探明的銅資源儲量，大約只佔全國總儲量的
10%，而且「大礦少，小礦多，品位比較差，開
採成本高」。正因如此，在雲銅集團成立的前幾
年，雲銅礦山原料供給量的增速遠遠跟不上冶煉
能力的增速，成為制約雲銅發展的「瓶頸」。在
這種背景下，走出雲南，拓展資源儲備，提高原
料自給率，自然提上了雲銅的議事日程。
2001年，雲銅重組四川拉拉銅礦，成立涼山礦

業公司，邁出了走出雲南省的第一步。
「我們對拉拉銅礦的重組很成功。」姚志華

說，「不僅每年為我們公司增加了3萬噸的礦山
含銅量，而且通過拉拉銅礦，控制了周邊多個礦
點的資源，目前在當地控制的銅資源儲量在100
萬噸以上。」

赤峰雲銅的多重意義
如果說重組四川拉拉銅礦更多是從資源戰略考

慮的話，雲銅遠赴內蒙古投資的赤峰雲銅10萬噸
銅電解項目的內涵則豐富得多。
充分利用當地的資源只是雲銅決定投資此項目

時所考慮的因素之一。
赤峰市一直有打造中國北方重要有色金屬產業

基地的想法，所以對這個項目非常重視。據說雲
銅方面參加今年7月11日項目投產儀式的高層人
員，一出首都機場，就被赤峰方面以警車開道的
方式，從北京、經河北，一路接到項目所在地喀
喇沁旗。
喀喇沁旗旗委書記馮任飛說：「雲銅是中國銅

業三強之一，又是中國企業五百強排名靠前的企
業，所以赤峰市在資源配置上肯定要向雲銅傾
斜，這也符合國家優勢資源向優勢企業集中的政
策。」
據悉，赤峰方面已經承諾，不僅把赤峰市原有

的大井子銀銅礦配置給赤峰雲銅，而且以後赤峰
市新發現的銅礦資源將一律優先配置給赤峰雲
銅。
區位優勢是雲銅投資此項目的另一個考慮因

素。
赤峰市地處內蒙古、河北、遼寧三省區的交匯

地帶，離近海只有兩百公里，與幾個中心城市的
距離基本在五百公里以內，如長春、哈爾濱、瀋
陽、錦州等。和雲南相比，赤峰的交通優勢很明
顯。馮任飛說，「從錦州港到我們這裡，只需要

兩個多小時。」便利的交通條件，使赤峰雲銅的
陰極銅產品可以順暢地銷往東北和華北市場，大
大降低運輸成本。
赤峰的區位優勢還不僅如此。赤峰雲銅常務副

總經理馬軍透露，內蒙古以北的蒙古和俄羅斯，
都是銅資源儲量非常豐富的國家。赤峰雲銅項目
的建設，不僅可以就近利用當地資源和市場，更
為以後雲銅進入蒙古和俄羅斯做好了鋪墊。
作為雲銅集團的掌門人，鄒韶祿對赤峰雲銅項

目的理解更為深遠。他說，「赤峰雲銅是雲銅集
團在雲南省以外大規模、成建制投資建設並率先
投產的第一個銅冶煉廠，它的建成投產，標誌㠥
雲銅的品牌、資金、技術、管理和人才等幾大要
素都已經進入了有能力向省外輸出的階段。」

搶佔再生資源高地
河北保定和廣東清遠，都是國內有名的廢雜銅

原料集散地。河北保定是北方最大的銅交易市
場，年交易量在120萬噸以上。廣東清遠每年進
口廢雜銅接近100萬噸。隨㠥保定20萬噸銅電解項
目的敲定和之前清遠20萬噸銅電解項目的啟動，
雲銅已搶佔了中國三大廢雜銅集散地中的兩個。
與傳統電解銅生產方式相比，利用廢雜銅生產

電解銅不僅可以突破上游原料的限制，使雲銅的
產能規模迅速擴大，而且符合科學發展觀和國家
鼓勵發展循環經濟、節能經濟的產業方向，可謂
一舉兩得。
根據雲銅與保定市政府簽訂的協議，雲銅集團

將從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支持20萬噸銅電解
項目建設，所產電解銅全部使用「鐵峰」牌商
標；保定市政府將為此投資項目創造良好的內外
部環境，提供所需建設用地，予以融資支持，負
責項目建設用地的「三通一平」，保障建設及投
產後水、電的優先供給等。
保定市委書記宋長瑞對雲銅評價頗高。他說，

保定市之所以引進雲銅作為戰略合作夥伴，除了
因為雲銅在各方面的實力很強，知名度很高，另
外也是看中了雲銅的美譽度。雲銅的產品質量、
企業信譽和企業文化等多個方面，都給予他們很
好的印象。
鄒韶祿在接受採訪時，曾詳細闡述了雲銅的投

資理念，「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跟誰去合作，
都是本㠥雙贏、共贏、多贏的方針，決不會以大
欺小，以強凌弱，跟我們公司合作的所有的單
位，外國的公司也好，中國的國有企業也好，私
營企業也好，或者其他的戰略合作者也好，都是
贏利的。而且我們承諾，在當地實現贏利後獲得
的分紅，我們一分錢也不拿走，而是留在當地繼
續投資。我們敢這樣承諾，而且做到了這一
點。」
這份大氣、豪氣和底氣，或許正是雲銅走到哪

裡都廣受歡迎的原因，也是雲銅的「走出去」戰
略能夠順利實施的根本保障。
（本版供圖：除署名外均由雲銅集團宣傳部提供）

2006年，雲銅集團實現外貿進

出口總額13.47億美元，佔雲南省

對外貿易總額的20%以上，進出口

總額連續六年保持全省第一。

雲銅集團作為雲南省工業企業的龍頭之一，在充分利用

「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種資本」中開拓創新，在與國際

合作夥伴互利共贏中快速發展。雲銅集團在1998年時還是一

戶沒有進出口經營權、沒有一分出口創匯的企業。從2000年

開始，雲銅集團在國際市場上奮力拚搏，當年實現了進出口

總額7700萬美元後，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

年分別實現年進出口總額1.32億美元、1.87億美元、3.16億美

元、5.08億美元、7.81億美元。目前，雲銅集團開發生產的

多種稀有貴金屬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已在國內外市場上佔有

牢固的市場份額。其中，鉍金屬的產量達到了1000噸，居世

界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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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四川拉拉銅礦是雲銅走出省外的第一步

■與合作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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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贏是雲銅
「走出去」
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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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2月4日，正在贊比亞進行國事訪問的胡錦濤主席出席贊比亞—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揭牌儀式暨謙比希銅冶煉廠開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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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六年居雲南省首位

■「鐵鋒」牌高純陰極
銅已經成為雲銅「走出
去」的重要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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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長沙市完成地方財政收入
119.82億元，同比增長32.73%，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達8615.7元，增長16%，
政府對於民生的投入越來越大，長沙人的
生活越過越幸福。幸福生活並不能簡單地
以GDP的增長來衡量，但幸福生活卻是建
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正是有了長沙
市經濟快速發展來開路，長沙人才有了今
天的幸福生活。

工業立市
長沙能夠實現又好又快地發展，推進新

型工業化是第一推動力。近幾年，長沙市
始終不渝地堅持「工業立市」，強力推進

新型工業化，已漸顯成效。去年，是「十
一五」的開局之年，長沙市借國家中部崛
起戰略機遇，經濟快速發展。全年實現地
區生產總值(GDP)1780億元，增長14.8%；
完成地方財政收入177.01億元，增長
27.0%；規模工業增加值躋身全國26個省
會城市第12位，比上年前移一位。全部工
業總產值達到1651億元，比2001年淨增約
1000億元，工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由
2001年的21.1％提高到40.4％。
長沙市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實施

產業集中戰略，突出引進戰略投資者、突
出發展優勢產業集群、突出打造園區興工
平台，優化工業佈局，轉變增長方式，發

展產業集群，把長沙建設成為領先中部地
區、走在全國前列的機械裝備產業基地、
電子信息產業基地、汽車製造產業基地。
目前全市擁有中聯集團、三一集團、山河
智能、長豐集團、北汽福田、長城信息、
遠大空調、金龍銅業、國科廣電、晟通科
技等一大批核心企業，並形成了工程機
械、汽車及零部件、電子信息、新材料、
中成藥及生物醫藥、家電等六大優勢產業
集群。

農業經濟轉型
在工業經濟飛速前進的同時，長沙也加快

了農業經濟轉型步伐。緊扣農業產業化主
題，長沙市加強農業產業化基地建設，抓好
四大優勢產業帶的提質增效，進一步優化農
業結構，主要農產品優質率達到75％以上。

加大農產品加工企業培育和支持力度，擁有
紅星實業300萬頭生豬屠宰加工、南山食品10
萬噸乳品加工、加加醬業等重點項目。農產
品加工園區加速發展，引導農業高科技企業
和項目向園區集聚。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
織，建立和完善現代農業市場體系，以產業
和市場升級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推動
縣域經經濟蓬勃發展。
今年上半年，長沙市農業招商引資到位

資金20.57億元人民幣，農產品加工「十
大標誌性工程」已有9個開工建設，實現
農林牧漁業總產值96.57億元人民幣，同
比增長6.3%。長沙市現代農業經濟發展迅
速，直接使得農民的收入提高，消費能力
提升，農村生活越來越進步，新農村建設
亮點紛呈。

（本版撰文：鄧一凡、王穎、李程）

路平了，垃圾不見了，花草多了，社

區漂亮了⋯⋯這是近年來，長沙居民最

深切的感受。西湖社區集聲、光、電於

一體的現代化科技廣場，「美食一條街」

的坡子街內熙來攘往的人流，沿江風光

帶上愜意乘涼、下棋的市民⋯⋯在長沙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一年一個樣，三

年大變樣」的思路引領下，這樣的可喜

變化在長沙幾乎天天上演。

今年以來，長沙在民生方面的投入不

斷加大，長沙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

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農民人均純收

入三項指標在中部地區高居榜首。涵蓋

全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免費義務教育和

基本醫療保障等，一系列的社會保障機

制和社會公平發展體系今年全部實現。

一個繁榮、創新、文明、和諧的新長沙

正展現在世人面前！

這幾年，長沙市本級財政始終把關注民生問
題作為財政支出的重中之重，力爭每年解決幾
個老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困難和問
題，取得了明顯成就。特別是在某些民生支出
方面，長沙人已遠遠地走在了全國前列，在中
西部地區甚至全國都具有開創性。

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制
根據長沙市財政局提供的資料顯示，在確保

城鎮低保人員應保盡保的基礎上，該市2005年
在中西部地區率先實行了農村低保制度。去年
長沙市又在全國率先全面實行以大病統籌為主
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今年全市355萬農民
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90.7%。截
止今年8月31日，累計有16.69萬人次的參保農
民獲得新農合基金補償，參合農民受益面達
4.67%，全市累計為農民就醫補償11377萬元，
佔新農合基金總額的58%。
今年，又啟動了城市居民醫療保險工作，建

立了村級衛生室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財政補
助機制。從今年起，財政將拿出2000萬元資
金，在城區建118個標準化社區衛生服務機構，
對居民進行18項免費治療和免費體檢，對160種
藥實行零利潤銷售，規定社區衛生站藥品價格
要普遍低於藥店。
今年7月，一項新的居民醫療保險制度悄然

在長沙市天心區和芙蓉區鋪開試點。以前沒有
享受醫療保障的城鎮非從業居民和少年兒童，
首次被納入基本醫療保障範圍。城鎮居民基本
醫療保險以家庭繳費為主，每人每年交不超過
300元的參保費，政府對困難群眾給予適當補
助，主要是保大病，包括住院醫療和門診大
病。到今年年底，這項居民基本醫保制度將在
長沙全面鋪開實施，受惠人群達到53萬人。

實行「一費制」全免入學
長沙市財政局

提供的數據顯
示，今年春季，
長沙對農村義務
教育階段學生免

雜費入學、城鄉貧困
家庭學生「一費制」
全免入學、補助全年
農村貧困寄宿生生活
費。今年秋季起，全
市城鄉義務教育階段
學生全部實行「一費
制」全免入學。這一
項措施的出台，惠及
全市逾50萬名學生及
其家庭。
據悉，義務教育階

段收費長沙市公辦學
校不僅免收「一費制」
範圍內的課本費、作
業本費，還首次免除
了雜費。原本中小學生要交納的科技活動費、
預防體檢費、學生守則及證徽費和信息技術教
育費等等，現在都由各級財政負擔。

解決中低收入層住房問題
數以萬計的中低收入家庭，今年告別了久居

的棚戶區，樂滋滋地住上了新房子。長沙市房
產局提供的數據顯示，1998年至今年8月，長沙
市(含縣市)共建設經濟適用房1195.07萬平方
米，通過經濟適用房(含小區及單位集資房)解決
住房12.39萬戶，同時通過房改售房(含集資轉房
改)解決住房22.49萬戶，兩種方式共解決了
34.88萬戶住房困難問題，較好地緩解了中低收
入家庭的住房矛盾。
據相關負責人介紹，從今年起，長沙的保障

性住房建設還將全面提速，今後3年每年將建
設100萬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長沙目前已建成
經濟適用房佔全市住宅總面積的20%左右，佔
到全省經濟適用房總量的一半以上。

中西部率先消除零就業家庭
細心的長沙市民會發現，近來城市的交通越

來越順暢，市容越來越整潔，這些都要歸功於
大批交通勸導員、城管協管員的上崗。這批由
政府買單的公益崗位，讓許多家庭困難的下崗

職工重新找到了自己
的定位。
5月底，長沙市最後

一個零就業家庭清
零。3300戶「老大難」
家庭，3647人成功實
現就業，完成率為
102.30%%。長沙成為
中西部率先消除零就
業家庭的城市！ 近三

年來，長沙新增就業35.02萬人，轉移農村剩餘
勞動力231.4萬人，勞動力就業水平穩居中西部
省會城市領先水平！

舉全市之力打造宜居環境
漫步在星城各社區中，不時會聽見傳來的美

妙歌聲和爽朗的笑聲，十分吸引人。在這和風
吹拂的每一角落，人人忙自己的事，個個享自
己的樂，互不干擾，共享一處綠蔭、一個可安
歇的空間⋯⋯在長沙，像這樣服務設施齊全、
環境優美整潔、鄰里關係融洽祥和的社區，已
由過去的少數「示範」點，覆蓋到了長沙市的
八成城區。
長沙市中心城區共有359個社區，除新近建成

的少數現代化社區外，過去大多是管網不全，
有的甚至路不平、溝不通、燈不亮。公共服務
設施更是缺乏，社區基層組織沒有像樣的
「窩」；居民休閒娛樂也沒有像樣的場地。

2006年初，長沙市投資5.8億元，全面完成舊
城區513條背街小巷改造後，又決定用3年時
間，將所有社區全部改造建設成為功能齊全、
服務周到的和諧社區。從去年春夏起，長沙市
按照道路硬化、庭院綠化、地面潔化、牆面淨
化、社區亮化等要求，對全市社區全面進行標
準化改造；並將環衛、消防、警務、計生、醫
療、社保等公共服務設施，統一納入社區配套
建設。同時，為滿足社區居民精神文化需求，
長沙市還在所有社區全面建設黨建、文娛、健
身等活動場所、開辦市民學校、「雷鋒超
市」、文化長廊等。
截至目前，長沙市累計投入了近7億元，已

改造建設282個社區，剩下70多個社區，也將在
2008年底全部按標準改建完成。屆時，200多萬
居民都能看病、體育鍛煉不出社區。

努力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是長沙為自己未來發
展定下的新目標。在全市上下齊心協力下，融
「山水洲城」為一體的新長沙，如今不僅風景
怡人，有㠥自己獨特氣質的文化產業也蓬勃發
展。

生態之城首推環保
長沙作為省會城市中首家創建全國生態市的

城市，到目前為止，全市9個區、縣（市）全
部通過國家驗收，共創建5個「國家環境優美
鄉鎮」，133所「綠色學校」，90個「綠色社
區」，市民「開門見綠」的生產生活環境的願
望正逐步實現。2005年，長沙順利成為全國第
三個國家森林城市。2006年，長沙又新增綠地
面積472.63公頃。同時，長沙大力實施單位庭
院和居住小區造綠工程，目前這種綠地面積已
達到1961公頃。
如今的長沙，不僅景色迷人，更可喜的是空

氣清新怡人。據長沙市環境監測中心站對空氣
自動監測各測點今年1至8月的監測數據統計分
析，截至今年8月31日，長沙全年空氣優良天
數達到202天，空氣質量優良率達到83.13%，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06個百分點，創歷史新
高。
今年長沙還啟動了「新農村、新環保、新生

活」農村環保三年行動，共向社會公開招募並
選拔出1120名大學生、107名專家作為農村環
保義工，分別派到4個縣（市）、107個鄉鎮、
1120個村開展農村環保工作。

文化產業飛速發展
「歌廳現象」，是長沙一道10餘年不變的風景，既是長

沙獨特的文化現象，也成了長沙大眾文化的「代表作」。
正是諸多的大眾文化形式拉動了長沙產業的發展。據統
計，2006年，長沙市文化產業總產值達360億元，增加值
170億元以上，佔到了全市GDP的10%，同比增長20％以
上。根據規劃，2007年文化產業增加值要突破200億元。
長沙作為國務院首批公佈的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近年來

先後建成了長沙簡牘博物館、杜甫江閣、一館三中心（群
眾藝術館、婦女兒童活動中心、社科活動中心、文藝創作
中心）、歐陽予倩大劇院等一大批功能齊全、設施先進的
重大文化項目；全市共有公共圖書館10個，群眾藝術館、
文化館10個。正是這些文化傳承和普及的載體，讓長沙的
文化大業魅力無窮。
今日的長沙，不僅一年四季有「長沙之春」、「長沙之

夏」、「長沙之秋」等系列群眾文化活動，每周有「牽手
芙蓉」、「激揚天心」、「走進新嶽麓」，「湘江韻律」等
群眾文化活動，節日有公共大戲台活動，而且田漢劇院、
魅力四射酒吧等演藝場天天好戲連台，豐富了市民的精神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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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福祉經濟開路

■豐富多彩的群眾活動

■歡慶節日的長沙市民

■繁華的長沙街景

■三一重工自主研發的66米長的世界
最長臂架泵車

■花園式
的住宅小
區在長沙
隨處可見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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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政策長沙領跑

■湖南省委常委、長沙市委書記陳潤兒（前排左二）視察長沙坡子
街老城區改造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