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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底抽薪釜底抽薪
重壓下涅槃重生重壓下涅槃重生
庫存積壓嚴重 轉型迫在眉睫

沙河位於河北邢沙河位於河北邢

台市南部台市南部，，冀中南冀中南

重要的工業城重要的工業城，，是是

內地最大的玻璃生內地最大的玻璃生

產加工基地產加工基地，，享有享有

「「中國玻璃城中國玻璃城」」之之

稱稱。。當地年產平板當地年產平板

玻 璃玻 璃 11..22 億 重 量億 重 量

箱箱 ，， 佔 河 北 省佔 河 北 省

7070%% ，， 佔 內 地佔 內 地

2020%%。。從野蠻生長從野蠻生長

到現在大批量壓減到現在大批量壓減

產能產能，，沙河玻璃產沙河玻璃產

業正在經歷轉型的業正在經歷轉型的

疼痛期疼痛期。。除了壯士除了壯士

斷腕的決心斷腕的決心，，河北河北

還需站在中國玻璃還需站在中國玻璃

產業發展的高度產業發展的高度，，

破除不合理的機破除不合理的機

制制，，進行有效疏進行有效疏

通通，，才能真正實現才能真正實現

河北玻璃產業的鳳河北玻璃產業的鳳

凰涅槃凰涅槃、、浴火重浴火重

生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一龍任一龍、、張帆張帆，，

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孔榮娣孔榮娣

河北報道河北報道

在不久前召開的河北省兩會上，河北省
長張慶偉指出，2014年，河北壓減平板玻
璃產能2,533萬重量箱，2015年還將繼續
壓減平板玻璃300萬重量箱……如此重拳
治污，史無前例。
根據部署，沙河玻璃也進入全面整頓

期。去年，該市淘汰7家玻璃企業8條生產
線，淘汰落後產能915.5萬重量箱，累計
淘汰佔全國「十二五」規劃淘汰落後產能
的50%以上，目前已結束了玻璃行業落後
產能存在歷史。

成立指揮部 整改不力究責
2014年，沙河把強化玻璃行業污染減排
措施、確保大氣質量作為全市「一號工
程」來抓，重拳治污，成立了玻璃行業大
氣污染綜合整治工作指揮部，制定出台了
《沙河市大氣污染綜合整治工作實施方
案》等文件，把所有玻璃企業分包給四大
班子領導，並要求市領導必須親力親為，
對工作不力的單位和負責人予以問責。該
市還採取「以獎代補」、「獎懲結合」等
措施，面向社會徵求舉報違法違規排放的
玻璃企業，市財政列支50萬元用於獎勵舉
報人員。對到期整改無望的企業，強制予

以關停，嚴重者將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在嚴格的環保政策基礎之上，沙河玻璃

企業去年自掏腰包，累計投入12億元，在
玻璃生產企業的52條生產線建設了環保設
施。政策與資金的雙管齊下終見成效，目
前沙河玻璃行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
均低於國家標準。

今年1月23日，沙河PM2.5空氣質量
指數339，在環保部檢測的311個城

市中排名倒數第三，整個沙河籠罩在一片
霧霾之中。
沙河因玻璃而興，因玻璃而富，亦因玻

璃而污。沙河連年位居河北省30強縣(市)
之列，財政收入雄踞邢台各縣市之首。截
至2014年底，沙河玻璃行業固定資產達
180億元，年產值290億元，實現稅收17
億元，直接容納社會勞動力5萬餘人。
「沙河玻璃產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
放量佔沙河市總排放量的70%以上，玻璃
產業的減排成了沙河頭等大事。」沙河市
副市長宋保明說。

家庭作坊 遍地開花
誰曾想到，「中國玻璃城」竟是從家庭作

坊起家。早在上世紀80年代，沙河人以回
收的玻璃瓶和玻璃渣為原料，將廢舊玻璃融
化成液態，通過小型設備的加工，最後用水
冷卻製成平板玻璃。這種技術含量極低但是
盈利卻頗高的「新興產業」讓百姓嘗到了甜
頭，一傳十，十傳百，平板玻璃產業在沙河
遍地開花，成為當地支柱產業。發展至今，
沙河的玻璃早已不是往日小規模生產，大批
企業已搬遷至沙河經濟開發區。
在沙河當地較大的玻璃批發市場——鑫
磊玻璃集散中心，記者看到，市場裡空空
蕩蕩，早已沒有往日的繁榮景象，裝卸工
人都圍在屋內烤火取暖，僅一兩輛大貨車
在裝卸貨物。市場內一商戶介紹，以前行
情好的時候，批發市場裡到處擠滿了裝卸
玻璃的貨車，準備開往全國各地。今年市
場疲軟，他們已經全面下調玻璃預訂量，
由5,000萬縮減至3,000萬。「平板玻璃供
不應求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需求乏力 經營維艱
當地玻璃龍頭企業負責人宋先生面對記

者時，眉頭緊鎖，愁容滿面。他直言，在
過去20年裡，沙河玻璃供不應求，多數企
業未有過業務員。現在距春節還有一個

月，已有大量庫存積壓，預估到2015年
7、8月也難全部處理掉，企業壓力倍增。
據介紹，從去年開始，平板玻璃行業市

場需求乏力，玻璃價格持續走低，跌幅一
度超過30%以上，沙河玻璃企業普遍處於
虧損或半虧損狀態，生產經營舉步維艱。
受訪的多家企業表示，今年平板玻璃產能
過剩的形勢更加嚴峻。
平板玻璃有其生產的獨特之處，一旦生

產就不能停產。因為玻璃均為爐窯燒製而
成，若突然停產，爐窯驟冷設備易損壞，
重燃爐火也要大量的燃料，成本激增。因
而，在庫存持續增長的高壓下，當地玻璃
廠只能硬着頭皮繼續生產。
然而，產能過剩帶來的企業停產停工現

象在沙河並不少見。在壯大玻璃有限公
司，記者了解到，根據河北省淘汰落後產
能的要求，目前該企業6條生產線中的3條
已經被勒令停產，3條生產線至少造成
3,000多萬的損失，300多名工人下崗。

投入巨資 研新技術
平板玻璃疲軟的市場表現讓沙河市委、

市政府意識到，行業轉型升級迫在眉睫。
2010年，沙河政府斥資8,000萬，聯合武
漢理工大學共同組建沙河玻璃技術研究
院，購置國際頂尖的玻璃檢驗檢測設備
150餘台，組成70餘人的科研開發團隊。
「研究院最主要的工作是玻璃新技術和

新工藝的開發，首要支持沙河玻璃企業轉
型升級。」該院總工程師潘清濤是留學歸
國人士，一直從事物理材料研發。他說，
研究院相當於沙河所有玻璃廠的技術研發
中心和服務中心，內設的質檢設備和實驗
設備，可供企業免費使用。
截至目前，沙河玻璃技術研究院共為企業

進行產品檢測達4,700多次，2014年更是上
門進行現場技術指導20餘次，項目及技術
諮詢達500餘次。但是令人無奈的是，由於
新品開發需要巨額投入，因而對玻璃新工
藝，沙河大多企業都持觀望態度。據了解，
真正實現技術轉化的企業僅有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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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劍斬污 投12億建環保設施

玻璃企業目前面臨
的艱難境況意味着，
不轉型就得死，而簡
單的抑制產能則無異
於加速企業死亡，轉
型升級尤為關鍵。對
於企業而言，進軍
國際市場無疑也是
化解過剩產能的優
良之策。
沙河不少玻璃企業

已躍躍欲試。其中，
壯大玻璃有限公司已
經於2014年進駐坦桑
尼亞多多馬市，建設
年產60萬重量箱玻璃
生產線項目。目前基
礎設施已建設完畢，
預計2015年5月正式
投產。建成後年產值
2,000 萬美元，利稅
430萬美元，帶動當
地就業300餘人。

非洲設廠 投資少見效快
壯大玻璃副總經理周軍平介紹，此次設

廠實為機緣巧合，有在坦桑尼亞做生意的
朋友曾提及非洲玻璃非常稀缺，若在非洲
建廠肯定大有賺頭。考慮到國內經營慘
淡，再加上朋友牽線，非洲設廠計劃隨即
開始運作。他稱，生產設備都是從國內運
出去的，大大降低了投資成本，且見效
快、效益高，能較好地滿足非洲國家當前
玻璃建材的巨大需求。
最近，沙河市副市長王建江已經陪同來

自俄羅斯、肯尼亞、土耳
其、坦桑尼亞等國家的七八

批客戶

到沙河玻璃企業參觀，六七家企業還拿出
了「走出去」的具體戰略構想。
河北官方也在積極推動過剩產能走出

去。2014年11月，該省下發《河北省鋼鐵
水泥玻璃等優勢產業過剩產能境外轉移工
作推進方案》，力推過剩產能零污染地向
境外轉移。方案提出，以亞洲發展中國家
和中東歐及非洲國家為重點，鼓勵和支持
該省玻璃企業發揮技術、設計和工程建設
優勢，與當地企業、跨國公司開展投資合
作，滿足當地和周邊市場需求。
河北民營經濟促進會會長楊萬國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指出，目前東南亞及非洲等地
對平板玻璃需求很大，對河北玻璃企業來
說是很大的市場。但記者了解到，企業走
出去仍然面臨諸多困難，如不了解當地政
治環境、政策、資源燃料情況等。

■■沙河玻璃技術人員在進行新沙河玻璃技術人員在進行新
產品研發產品研發。。 記者孔榮娣記者孔榮娣 攝攝

■安裝了環保設備的
玻璃企業正常開工。

記者孔榮娣 攝

■庫存積
壓嚴重，
企業仍被
迫繼續生
產。

記者
張帆 攝

■■空空蕩蕩的沙河鑫磊玻璃集散中心空空蕩蕩的沙河鑫磊玻璃集散中心，，僅一兩輛大貨車在裝卸貨物僅一兩輛大貨車在裝卸貨物。。 記者孔榮娣記者孔榮娣 攝攝

■■玻璃企業環保設備實施玻璃企業環保設備實施2424
小時監控小時監控。。 記者孔榮娣記者孔榮娣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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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國家工業化發展階段必
然經歷的難題。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
經成為龐大的世界工廠，如何消化日益過剩的
產能成了當前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內容。站在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看，此處過剩彼處也
許還短缺。

在全球化推動下，西方工業國陸續將能耗
高、污染重、用勞多的工業產業轉移至發展中
國家。中國在改革開放初中期，大量接續了這
種「產業轉移」，有的行業產能甚至高達世界
總產能的70%—90%。產能過度集中於中國，
成為出現絕對性過剩問題的根源。

河北向境外零污染轉移鋼鐵、水泥、玻璃等
過剩產業，正是利用全球化的市場，開拓中國
經濟新藍海的重要舉措。這也表明河北省對利
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推動河北經濟發展的
戰略雄心。

二戰後，美國援建西歐的「馬歇爾計劃」，
上世紀80年代日本推動傳統製造業向亞洲「四
小龍」、中國和東盟轉移，都是產能成功轉移
的明證。

一直以來，中國化解產能過剩的措施主要立
足於通過宏觀調控遏制相關產業發展。中央財
經領導小組會議提出，要幫助「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開展本國和區域間交通、電力、通信等
基礎設施規劃和建設。無疑，「一帶一路」戰
略的實施會造成鋼鐵、有色金屬、水泥等產業
巨大的產品需求，而中國作為戰略主導者，不
僅能為過剩產能順利找到出路，還能因此獲得
巨大的國際影響力。

亟需相關政策 提供諮詢服務
當務之急，是出台有關中國過剩產能轉移的

政策，協調外交、商務、軍事、文化、智庫、
行業協會和企業組織起來，為中國產能轉移走
出去提供諮詢和服務。

當然，產業轉移必須和產業升級相結合，對於
大多已進入產業發展成熟階段、存在產能過剩和
過度競爭的傳統製造領域或產品，通過聯合建立
境外工業園區、開拓國際市場空間等方式，向海
外進行產業轉移，有助於過剩產能的消化和帶動
這些產業的優化升級。 ■記者 任一龍

此剩彼缺 零污染轉移可為

■■河北玻璃產業轉型迫在眉睫河北玻璃產業轉型迫在眉睫。。圖圖
為工人在生產醫用玻璃為工人在生產醫用玻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籠罩在霧霾之中的中籠罩在霧霾之中的中
國玻璃城國玻璃城。。 記者張帆記者張帆 攝攝

河北壓縮玻璃數河北壓縮玻璃數據據
（（20122012年—年—20152015年年））

2012年 壓減1,521萬重量箱

2013年 壓減1,488萬重量箱

2014年 壓減2,533萬重量箱

2015年 擬壓減300萬重量箱

河北平板玻河北平板玻璃璃
產量逐年下滑產量逐年下滑

2011年 16,941.62萬重量箱

2012年 14,898.03萬重量箱

2013年 11,836.40萬重量箱
（數據來源數據來源：：windwind資訊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