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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老工业基地是在工业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对区域经济或全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工业集群区域

或城市# 老工业基地具有如下特征$!>"人口密度及工

业基础设施的供给高于平均水平 !与外围地区比较"%

!;"较早进入工业化阶段!与通过其他地区相比"%!?"

主导产业部门通常为重化工部门& 并以少数几个大型

国有企业为主%!C"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不多&企业内

部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很强#一般情况下&老工业地区

或老工业基地单凭地区自身力量几乎不能实现经济复

兴&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

工程D>E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把老工业基地转变成新

的工业基地&必须重构地区产业'企业之间的关系&以

产业集群发展推动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和发展D;E

#

特色产业集群与老工业基地振兴是良性互动的关

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即特色产业集

群是实现并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种途径& 老工业

基地为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 同时老工

业基地的振兴又反作用于特色产业集群& 为特色产业

集群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 促进特色产业集群进一步

发展与壮大D?E

# 老工业基地通过发展特色产业集群&有

助于促进企业制度创新' 产业组织创新和产品技术创

新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形成网络化'专业化'

集聚化的产业组织形式& 有助于形成高效的供应链管

理模式和区域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 有助于提升配置

资源能力&有助于推动老工业基地的转型与振兴#

以盐业'化工'机械为基础的四川省自贡市&在(全

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F;=;; 年")中被规

划为全国 GH个地级老工业城市之一%其规划的重点是

发展传统优势产业精细盐化工和节能环保锅炉# 自贡

市在实施产业自贡的发展战略中& 大力推动自贡市盐

业产业链纵深发展和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节

能环保装备示范基地的建设% 以盐化工业和装备制造

业为龙头的特色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而加快自贡市

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转型&必须遵循产业集聚发展'集

群发展和集中发展的规律& 以盐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

两大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拉动自贡经济增长的转型和

;I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文献综述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产业集群是工业化

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

物%是企业效率的不竭源泉%是推动区域快速发展的支

柱和动力!"#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和产业

组织形式% 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国内外学者对这两者之间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迈

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钻

石模型'%并以此对产业集群进行分析(他认为集群是

一个自我增强的系统% 这一系统刺激集群内企业的竞

争战略%同时也刺激集群本身的竞争力!$#

! %&&' 年%波

特又发表了#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地提出

了以产业集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竞争经济理论!

()**+,-估计了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空间集聚之间

的函数关系% 并证明产业集群可以提高要素生产率%

即)地区生产率高会吸引厂商的集中%而集聚又将导致

更高的生产率!./0#

(但是在 ()**+,-的模型中%集聚效应

主要由就业和人力资本密度的增加所引致% 不能全面

反映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0#

! 1234+5-和 6)78+4

认为%集群是可以带来更高要素回报的组织形式%会获

得区域性规模报酬递增的效果!'#

!9-:-5/;<24-5分析了

产业集群内企业合作模式与企业合作的典型障碍%提

出通过集群实现创新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并获

取持续竞争优势!0=&#

! >-342,等从产业链的上下关联和

横向互补来分析集群经济的产业特征% 认为集群经济

的产业组织往往向下游拓展到销售渠道和客户% 横向

扩展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和在技术* 技能上相关或有

着共同投入品的企业!%?#

! 12)@2通过对芬兰 A(B产业集

群进行的实证研究认为%A(B 产业集群是知识经济的

源泉%它能够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芬兰的

经济增长% 提出 A(B产业集群是芬兰经济增长的知识

基础的观点!%%#

!

魏守华*赵雅沁认为%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通过群

体效应可以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C#

! 张连业

提出资源型产业集群发展实际上就是资源型产业集群

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即在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的

刚性约束下% 资源型产业集群以自组织和创新为驱动

力%有效实施升级与转型!%D#

! 马文静分析了宁夏特色产

业集群存在的问题% 构建了宁夏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

动力机制模型% 认为宁夏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是提高产

业竞争力%消除弱势*缩小差距%推动宁夏经济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E#

! 张芳认为%如果没有形成

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相互关联企业在地域

空间上的集聚将导致竞争力下降!C#

!曹邦英指出西部地

区产业集群具有增长点发育功能% 借助产业集群的集

聚扩散效应%通过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来推动西部空间

结构优化%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产业集群%形成西部的经

济增长点% 对于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有特殊的重

要意义!%F#

! 耿方方通过对 FD个国家级高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进行分析% 界定后发高新区后分析得出后发高

新区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是非常必要的% 并在波特钻石

体系和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构造&新钻石体系'作为培育

特色产业集群的理论和行动框架% 并应用于株洲高新

区的实证分析!%.#

!

特色产业集群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类型% 包括特色

经济和产业集群两个范畴!%0#

! 特色经济以特色资源为

基础%以特色产品为核心%以特色技术为支撑%以特色

产业为依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特色经济源于差

异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原则并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

方式转型!%'#

! 王芳认为%特色经济是一个经济体系%该

体系以特色产品+或服务,为前提%以特色产业群的开

发为核心% 以特有资源转化为基础% 以特色技术为支

撑%以特色经济区域为载体!%&#

! 另一方面%罗明*毛尔炯

等认为% 特色产业集群是与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一致*与区域优势紧密结合%能够发挥产业集群竞争优

势%在构建区域核心竞争力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区域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集群!0=C?#

! 刘善庆等认为%特色产

业集群是指特定区域*特定产业的具有特定关系的不同

规模的企业以及与其发展密切相关的各利益相关主体

通过特定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集合体!C%#

!

关于特色经济与特色产业集群的关系%曾绍伦认为%特

色产业集群是特色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 是以发展特

色经济为基础的产业集群!%0#

! 因此%可以认为%特色产

业集群是以发展特色经济和集群经济为基础% 在培育

区域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以

及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三!自贡市工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国务院新近下发的 #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

划+C?%D/C?CC年,$将自贡纳入其中%作为发展节能环

保装备和精细盐化工的重点扶持城市! 自贡作为四川

省乃至全国的老工业城市之一% 具有两千年的盐业历

史和 .?年建市史!其工业经济经历了从成长-辉煌-

衰退-复苏的发展阶段! 一是 %&E&至 %&0'年的三十

年成长阶段% 自贡工业由单一的盐业发展成为具有化

工*机械*电子*冶金材料等多行业*多门类*多品种的

C'



工业格局! !"#$年开始"国家在四川进行大规模的#三

线$建设期间"一批机械企业先后迁建自贡"改变了单

一的经济结构"改善了生产力布局"东锅%东碳%长征%

硬合等一大批企业相继从沿海和东部地区内迁到自

贡"为自贡工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 %"&"年至 %"''

年的十年辉煌阶段"自贡市工业经济总量仅次于成都%

重庆"居全省第 (位! 部分行业%企业%产品在行业%西

南乃至全国都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 机械装备的总能

力和总水平仅低于重庆和成都"锅炉%泵阀%机床等产

品技术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化工产值居四川省

第 )位%上缴利税居四川省第 *位'从事电子行业的企

业达 +,多家"收音机%录音机%电容器%磁性材料分别

占全省的 *,-%*.-%*+/+-和 ++-' 原盐产量占全国%

四川省的比重分别高达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 三是

!"'"年至 !"""年的十年衰退阶段" 在四川省的排位

退到第 '位"成为四川省两个特困城市之一( 从 !""+

年开始"自贡全部工业总产被德阳市超过"退居全省第

0 位"仍列川南第 * 位'而到 1""' 年"自贡又被达州

市%宜宾市超过"退居全省第 '位"列川南第 +位) 到

!"""年"工业生产速度首次下降 *2$-"实现利润盈亏

相抵后亏损 ",,,万元! 四是进入 *!世纪后的恢复发

展阶段"经历了三年脱困和三年恢复性增长后"工业经

济开始逐步恢复发展!但由于近年来"其它市州工业的

高速发展" 自贡市工业总量在全省的位次又开始逐步

下滑"目前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总量下滑到全省第 !!

位3**4

!

近年来"自贡市依托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昊

华西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等优

势骨干企业和研发机构" 大力发展以盐为基础的产品

深加工"不断延伸产业链"形成了以原盐制造为依托"

两碱化工为基础"精细化工%医药化工%高分子化工%材

料化工等为重点的多元发展格局" 自贡盐化产业初步

实现了从资源型到增值型转变3*+5*$4

) 自贡市围绕盐化%

机械%新材料产业优势"培育壮大产业集群"打造中国

西部重要的盐化工基地% 西南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和

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3*$4

)

!一"自贡市工业经济现状

自贡市 *,,'5*,!* 年经济年均增速约 !$2'$-"

678 由 9,,' 年的 $'02'. 亿元发展到 *,1* 年的

''$2',亿元"人均 678 达到 +2*' 万元"居四川省第 $

位3*.4

) 第一%二%三产业占 678总量的比重从 *,,'年

102":.,2":+929调整到 9,19年的 192$:."2':9&2'" 第一%

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9,,'年 .2.:0.2.:9"

到 9,19年 $2,:&12&:9$2+"工业优势进一步突出"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主力) #十一五$期间自贡市工业税收情

况如表 1所示" 自贡市工业税收占比大 39$4

" 但 9,,"5

9,1,年工业税收占比下降) 9,19年自贡市全年实现全

部工业增加值 $''2$$ 亿元"增长 102';"对 678 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002&-) 其中规模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以上+ 工业实现增加值 $,$2$,亿元" 增长

1&2+-)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为 .,,户"实现出

口交货值 $$2,&亿元" 下降 '2,-) 工业产品销售率为

""21-)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2."亿元"增长 102$-'

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2+"亿元"增长 *+2,-"实

现利税 1$,2,0亿元"增长 *+21-

3*04

) *,1*年自贡市工业

加快转型升级"集中集群集约发展步伐加快"成功创建

了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另外工业项目建设成效

明显"实施重大项目 0.个"开工 .亿元以上项目 $个"

在建 1,亿元以上项目 *个"完成投资 11"2$.亿元"增

长 1$2+-"其中 1,0个项目获国家%省技改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资金支持3*&4

)

!二"自贡市工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十一五$ 期间" 自贡市工业经济保持了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的势头"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但作为老工

业城市" 工业经济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如经济总量偏

小%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低"产品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和节能减排任务艰巨" 骨干企业盈利能力和辐射能

力不强%历史包袱沉重等问题 3*$4

'而且"自贡市工业经

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的约

束"成为制约当前自贡工业发展的瓶颈)

!"工业经济总量偏小

自贡市工业总量与四川省内的主要工业城市相比

仅为成都的 1.20-%德阳的 012"-) 虽然近几年机械工

业% 盐化产业% 新材料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发展迅速"

*,1*年仅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现价总产值达到 .,,

亿元"而盐化%新材料产业规模仍然较小"离优势产业

发展要求还有差距)企业规模小"全市规模工业企业户

均产值只有 *20'亿元3*'4

)

#"工业结构不合理

自贡市工业大部分属于传统产业" 加工工业特征

明显"产品多处于产业链上游"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

表 ! #十一五$期间自贡市工业税收情况 单位%亿元

年 度 *,,0 *,,& *,,' *,," *,1,

税收总额 *12,+ *020+ *'21' *"2$0 +'2"

工业实现税收 1+2&0 1'21 1&2&0 1+2.+ 1"21

工业占比 0.2$+- 0&2"&- 0+2,*- $.2"+- $"21,-

注!数据来源于自贡地税课题组"振兴自贡老工业

基地税收研究"

*"



图 ! 基于特色产业集群振兴老工业城市的路径

值低!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例如自贡市的主要化工产品

氯化铵"烧碱和炭黑等产品销售价格仍处于低价位#机

械" 盐化等传统产业占比过大! 企业户数占比达

!"#$%!尤其机械比重最大!总量占 &$%$ 工业结构单

一!生产资料型产品和消费型产品之比达 &'"!且大多

为中下游产品!不直接生产终端消费产品()*+

$

!"工业投入不够!高新技术项目少

),")年自贡市工业类投资完成 ")!亿元!总量排

位仍在四川省靠后% 投资 ",亿元的大项目只有 )个%

由于经济不景气! 部分企业资金不足! 项目进展受影

响!四川久大公司续建项目停建 "年多!化工新材料基

地首批 -个项目未按时开工% 个别企业没有新的投入

和项目支撑$ 入驻工业园区的企业多数是通过企业改

制!产业升级进入的园区!而新引进的增量较少!尤其

是高新技术企业较少! 工业园区中高新技术企业仅占

""#"%

()*+

$

#"节能减排压力大

自贡!因盐而生!也为盐所困$ 传统制盐和历史上

&三线建设'带来的工业企业的混乱布局!使得每年排

放的工业废水等废物远远超过了环境容量! 成为尖锐

矛盾的聚焦点().+

$根据自贡市环保局发布的(),")年自

贡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 年自贡市工

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前 !位企业! 共产生工业危险废物

$.&/#&)吨!占全市当年总产生量 ."#.- %$

$"历史包袱沉重

自贡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和三线建设时期企业内

迁的重要基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大部分国

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无法适应市场机制转变而关

停"并转!形成了一大批下岗人员$ 截止 ),,.年底!自

贡市国资委监管的企业中!尚有 )"户困难企业急需通

过破产重组"关闭注销等方式进行改革!需安置职工近

"#/万人()&+

$ 另外!自贡市制盐行业现供养了盐工 &#-.

万人! 占自贡市产业工人的 )"#)/%! 占城市人口的

$#.%

()&0)$+

$

另外!由于环境污染的压力和园区建设的推动!不

少企业面临整体搬迁%企业搬迁重建的成本巨大$ 如*

鸿鹤化工位于主城区! 历史上曾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国

有盐化工企业!年产值在 ),亿+/,亿元之间!为减少

市区环境污染!鸿鹤化工需要进行搬迁%但对年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在 /,亿元的自贡市,),")-!要完成如此巨

大的工程显然不太现实! 只能与该企业的集团公司中

国昊华集团公司合作!由中国昊华集团公司出资约 /,

亿元!用于红化厂的搬迁和员工安置%相应的自贡市在

化工园区建设方面,如土地供给-给予支持().+

$

四!基于盐业特色产业集群

振兴自贡老工业的路径与方法

盐业一直是自贡市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 也是

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是自贡城市形成和发展的

基础与动力$盐业的发展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不仅

孕育催生了自贡化工产业!也通过地质勘探.钻井.采

输卤.制盐.盐卤综合利用及教育.科研设计.装置制

造.运输销售等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 根据自贡市

盐化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借鉴曾绍伦等对于自贡市盐化

集群的分析! 总结出基于盐化特色产业集群振兴自贡

市工业经济的路径与方法,图 "-

("-+

$

"一#发展特色技术群

从技术上看!技术机会.技术积累.社会需求造成

了技术结群聚集(/,+

$ 技术群是由多种技术所形成的!具

有一定组成规律的技术群体!是单项技术的综合体(/"+

$

雄厚的特色技术群标志着盐化产业具有强大的研发实

力! 也意味着盐化产业将在自贡乃至整个西部发展中

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自贡市盐化产业自主创新能

力不断提高! 自贡久大盐业公司具有全国盐行业唯一

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综合性甲级设计研究院.全国

井矿盐工业信息中心.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是国家标准

化委员会井矿盐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单位! 自贡盐化产

业具有了从产品规模到行业先进技术产品标准.技术标

准的领先优势$ 另外还建立了昊华西南化工公司.晨光

院.炭研院等 /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现代技术的发展

呈现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整体化!单一的技术难以适

应日益复杂的领域! 因此要依托自贡久大盐业公司.昊

华西南化工公司.晨光院.炭研院和相关企业整合自贡

市盐化产业发展的技术!形成特色技术群!延长自贡市

盐化产业链!提高加工增值率!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

"二#培育特色产业群$打造特色产品群

目前!自贡已经形成了盐业,工业盐.多品种盐-!

/,



基础化工!纯碱"烧碱#!精细化工!甲烷氯化物"!""#

!材料化工!有机氟"有机硅"#$%#较为完整的盐化产

业链&'(&)*(

$ 盐深加工产品%多品种盐&已经形成 +大系

列&",,多个品种&几百种规格的产品集群'盐化产业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配套体系和产品链& 拥有全国最

完整的盐卤化工体系&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 &'-(

( 从

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角度来看& 自贡盐化产

业可以从深化 )盐%基础化工%精细化工%硅氟化

工%后加工产品*产业链&培育和壮大)盐卤%碱%

氯%高附加值含氯有机物%聚苯硫醚* 的特色氯碱

产业链&扶持重点产品方面培育盐化特色产业群+打

造盐化特色产品群& 进而为振兴自贡工业经济发挥

基础性作用(

!三"打造特色产业园#带动关联产业发展

建设特色产业园是促进产业集群向高级发展的基

本模式( ",'"年 .月&自贡市将主城区的鸿鹤化工公

司" 精细化工研究院和碳研院三个企业整体迁建到自

贡市沿滩工业集中区&拟建成中国昊华自贡产业基地&

是自贡历史上最大单个工业投资项目(该基地以盐卤"

天然气为资源&以)煤"电"盐"碱"特色产业"园区*为发

展主线&以技术集成创新提升传统产业&基础化工为支

撑&重点发展精细化工&延伸产业链&调整产业结构&进

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该项目计划 *,/0年建成投产&预

计年产值达 ',,亿元&年利税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1,,,个&这将成为自贡市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高端切

入*新型工业化的一个突破口&22(

( 参照这一模式&自贡

市要加大力度继续规划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专业

化园区&围绕盐及盐化产业链做大做强'特别要大力发

展或引进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产值高的大项目&

加速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 为盐化产业集群的发展和

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以合理化"高级化"

生态化和低碳化为目标不断优化工业结构& 以关联产

业带动" 关联产业联动为路径实现基于盐化特色产业

集群的老工业基地振兴(

五$振兴自贡老工业的对策建议

振兴老工业问题涉及到政府"企业"行业"市场等

主体(老工业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时也具有艰巨

性和复杂性(政府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加大扶

持力度&企业建立创新机制&行业引领众多中小企业协

作"配套"集群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做优盐及盐化产业&实现老工业振兴( 本文从政府"行

业" 市场和企业四个维度提出基于盐化特色产业集群

振兴自贡老工业的对策建议!图 *#

&23(

(

!一"政府

,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 !",45%",""

年#-提出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加大对老工业基地的转移

支付力度&解决国企改革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保障资金

问题等(此外将创新融资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具有较

强综合实力的投资公司发行债券& 募集资金用于组织

实施城区老工业区综合改造' 支持符合条件的整体搬

迁企业发行债券&用于企业搬迁改造(政府要进一步改

善城市功能&在如何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前提下&要

保障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项目用地& 将老工业区搬

离城市生活区&提升城市功能(

盐化产业作为自贡市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需

要充分研究国家和四川省的各类规划和政策&如,全国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 !",'5%",""年#-",)十二

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十二五*节能环

保产业发展规划-",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四川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四川省

)十二五*工业发展规划-",四川省工业)-65*产业发展

规划-",四川省工业八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行动计划-"

四川省五大经济区域建设和)自泸内宜*一体化发展和

大力发展沿江经济带等战略部署&57(

( 在各类规划和政

策的指导下调整产业结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加大投

入&大力发展工业&实现以盐化产业促进自贡市老工业

振兴( 例如四川省政府以及自贡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支

持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等骨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发

展跨区域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加大对企业税收"要素

保障等方面政策扶持&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盐化重点

企业重点"重大项目的贷款力度&扶持高新技术项目&

支持企业上市融资(

总体上在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 各级政府的职

能可以概括为.制定各类规划&引导基地振兴&提供政

策支持&实施过程监管'作用则体现在对工业经济的拉

动& 对传统工业改造的推动和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的联动(

!二"行业

自贡市盐化行业可以通过行业联盟!协会#的形式

图 ! 振兴自贡市老工业的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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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专业化协作! 依托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为龙头

企业! 以价值链为纽带! 加强以协作为基础的产业集

群" 产业集群把大小不等的企业和各类机构联系在一

起! 有利于镶嵌于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通过专业化

分工和企业之间的协作! 同龙头企业一起获取产业集

群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 有利于提高整体产业生

产率!使整个行业保持长久的竞争力"行业协会或者是

行业联盟可以在行业内构建行业自律机制! 进行行业

组织管理!为行业内各类企业提供相应的生产#技术#

制造#销售#管理等各环节的服务!以最大限度的发回

行业组织管理的协调作用!促进企业之间的技术协作#

运营协作和创新协作!实现整个地区行业的协同发展"

如$由于盐化行业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整个行业

的协调#绿色发展对振兴自贡城市的发展非常重要!可

以以盐化行业协会牵头协调! 对节能减排的关键技术

进行联合攻关!对生产环节进行环境评估#对产品进行

生态认证! 以生态工业园区为载体对相关生产企业进

行整合!延伸产业链!实现盐化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

"

!三"企业

自贡市盐和盐化工产业! 传统制盐产业已向盐的

深加工#盐化工延伸!并形成了一条从制盐到基础化工#

精细化工的产业链" 原盐在千年盐都衍生出调味品系

列#含盐保健系列#高端含盐护肤日化系列产品以及新

型制冷剂#有机硅单体聚合物#聚苯硫醚树脂等产品!%&$

"

在实施老工业基地改造战略的过程中! 自贡盐化

企业必须运用%新理念#新机制#新技术#新管理&的方

式!重构盐化产业价值体系!重塑盐化产业竞争优势"

自贡市盐化企业可以利用浓厚的盐文化底蕴! 以创新

为动力!以发展为目标!对现有产品进行创新!推进企

业技术进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培育产品竞争优势"另外!盐化企业需要重视履行社会

责任!加强节能减排!在企业内建立节能减排的激励与

约束机制!大力开展循环经济以及推行清洁生产!加强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作!以理念创新#管理创新

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的节能#降耗!%#$

!实现盐化企业的

集中发展#集约发展和集群发展!以此带动老工业城市

振兴"

!四"市场

老工业的振兴离不开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通

过市场机制对老工业调整改造!实现%资源'资本'产

品'市场&的良性发展"就自贡市盐化产业和盐化企业

而言!必须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熟悉市场规则!形成市

场规模!灵活运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不断提升企业应

对市场竞争的能力! 不断提升企业开拓国际国内市场

的能力" 在注重产品市场的同时!还要注重资源市场#

资本市场的利用"例如!自贡市盐化产业发展可以进一

步切入碳交易市场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 可以促进在

节能减排的同时!也降低了节能减排的成本!实现经济

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

(中国清洁发展机

制网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自贡盐化企业实施 ()*项

目的仅有晨光一家! 自贡盐化企业应该进一步形成

()*项目的规模优势!参与碳交易市场规则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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