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位度

2020年4月的一天，济南经十东
路与唐冶西路围就的“33399号”院
内，车位再次陷入拥挤。

这是水发集团总部的所在地。
是日，一场以“行业首位度”为主题
的专题会议在这里召开，现场坐满
了“水发”的精英。

对于他们来说，“首位度”并非
新词，但“以行业首位度为突破口和
主抓手，引领带动集团产业提档升
级，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提
法，在水发集团还是首次。

“行业首位度”是衡量企业在所
处行业或产业的重要标准之一，反
映了企业在行业或产业中的规模特
点以及带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也
是企业实力、地位和竞争力的综合
体现，其包括规模首位度、科技首位
度、品牌首位度、人才首位度四个方
面。

在水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振钦看来，上述四者相互关联、相
互支撑，不可偏废，只有四个方面均
做到，才能真正实现行业首位的目
标。

为此，这次会议提出，水发集团
总部层面要集中精力打造主业首位
度；权属公司层面重点打造细分产
业的“隐形冠军”；集团整体层面要
加强内部的渠道共享、市场共享、信
息共享、人才共享、技术共享，以项
目为牵引，不断培育壮大产业关联
优势，构建起共享、共创、共为的首
位度联动发展生态体系，全力打造
结构布局合理、主导产业明晰、创新
活力迸发、资源集约高效、市场深度
共享、特色错位竞争的产业首位度
集群。

这亦如共同构筑了五岳之首的
地理条件的泰山主峰与群峰：既有
主峰——— 集团主业层面的首位度，
又包括群峰——— 权属公司细分产业
层面的首位度，“每一个山峰都是一
个领军企业，但是都属于同一个山
脉，相对独立又相互共生。”王振钦
说。

这是水发集团的又一重要工
程，或贯穿着未来该集团下一个10
年的搏击始终。毕竟，对于已经走过
10年风雨、完成前期积累的水发集
团来说，“打造一流企业”一直是其

战略目标。
上述目标指引下，水发下一个

10年的发展主线已经明晰：做强做
优做大。

而如何去“做”？打造行业首位
度。

十年进阶

水发集团成立于2009年11月，是
山东省属一级国有独资企业，以水
务环境、现代农业、文化旅游为三大
主业。主要负责山东省内水利国有
资产的运营管理和重点水利工程的
投融资，及省内外涉水项目和相关
产业的投资开发和经营管理。

截至2020年初，水发集团拥有两
万名职工、600家权属企业，资产总额
达到1120亿元，同比增长47.4%；所有
者权益293亿元，增长51.7%。

这在10年前水发集团成立之初
是无法想象的。

彼时，“借宿”在山东省水利厅
一间小会议室的这家公司只有9名
员工。面对的现实则是：账上一分钱
都没有。

面对应划拨资产和注册资金均
未到位以及“四万亿”刺激后政策收
缩的现实尴尬，向5家单位借款1亿
元的山东这家传统水务公司开始蹒
跚起步，先后参股了山东水务投资
有限公司，收购了众兴公司、控股了
天源公司，实现了从投融资平台向
实体经济市场的转变。

平原水库的建设是水发崛起的
“第一桶金”。2012年，国家实施农村
饮水安全解困工程，为解决全省沿
黄群众饮水难问题，山东省规划建
设一批平原水库。机遇来袭，先天优
势与后天磨砺的支撑下，已具备争

取实力的水发斩获上述项目，并一
举建设40多座平原水库，资本规模
和实力迅速蹿升。

此后，以“水务一体化”为方向
的这一集团在王振钦的掌舵下，相
继抓住了2013年山东省雨洪资源利
用工程建设、2017年黄水东调应急工
程等机遇，通过收购兼并、投资合作
不断加速市场布局，成了一个水务
产业链平台。

此后，实力后盾与前行勇气的
互为补充下，水发集团秉承“根植水
务、聚焦民生、适度多元”的产业战
略南下北上、攻城略地，一个山东省
内资产规模最大、产业链条最为完
整、综合实力最强的特大型水务集
团就此出现，业务遍及全国30多个
省份，并拓展到尼泊尔、孟加拉、缅
甸等国家和地区。

水发集团财务部总经理冯建忠
提供的数据称：2009年——— 2019年10
年间，水发的“进阶”为飞跃式：资产
年均增长57%，营收年均增长90%，利
润年均增长211%，税收年均增长
64%。

即便是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去
年，该集团也快速进阶：实现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82.7%；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54.6%；净利润同比增长65.7%，主
要指标大幅高于省属企业整体水
平。

必然选择

十年飞速进阶，水发集团打造
了融合发展的“3+2+N”(即：初步构
建水务、农业、环保三大省级产业平
台、一个清洁能源产业集群、一个民
生服务产业集群、多个上市公司)产
业体系，形成了主业突出、轻重结合

的产业布局。
这为其搏击行业首位度的提供

了基础和条件。
以国内位居行业前列的水务板

块为例，其水环境规划设计投资供
水项目115个，日供水能力600万方；
建设水电项目57个，设计装机容量
174万千瓦；投资城市供水项目115
个，日供水能力600万方；水生态环保
项目40个，日污水处理能力150万
方……其中，当年建成、当年通水达
效，累计供水超1.3亿立方米的黄水
东调二期工程更是入选“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山东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重
大典型事件”，被于国安副省长称为

“创造山东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
此外，水发集团的环保、农业、

新能源、文旅等板块的整体规模、影
响力、带动力，不仅在省内也处于领
先地位，在国内也具有较强影响力。

以环保板块为例，目前，该集团
已初步形成以废钢加工和汽车拆解
为主的省内最大再生资源平台；沈
阳老虎冲高难废水处理全国单体规
模最大；餐厨垃圾处理核心技术和
规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等等。

尽管有此成绩，但水发集团有
着清晰的认知，“集团在规模上已过
千亿，但距离成为国际国内一流企
业还有不小的差距……”王振钦说。

同样，冯建忠也表示，与深圳水
务、重庆水务项目，水发集团还有一
段路要走，“集团领导班子认为，水
发集团要打造一流企业，必须靠细
分产业发展来支撑，只有培育发展
一批行业领先的细分行业，提升其
行业首位度、打造行业冠军，才能实
现集团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

这是水发集团“高质量发展”的
客观需要，同样也是基于现实的必
然选择。

于是，当上述选择在水发集团
达成共识，一个以行业首位度为突
破口，引领集团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奋力向一流企业迈进的“四月号角”
就此吹响。

下一个十年

事实上，迹象早已出现。
前述水发集团财务部总经理冯

建忠以及其战略部负责人董先军证
实，在前述号角吹响之前，水发集团
上下频繁出现“首位度”这一概念。

冯建忠说，去年水发集团所有
者权益、营业收入、实现利润增幅均
高于资产增幅，且一级企业中资产
过百亿元的达到8户，利润过亿元的
达到8户，分别比2018年增加5户和6
户。

数据雕刻着过去的时光，也照
亮着水发集团的未来之路。

对于未来，水发集团有着明确
的规划。

在前述专题会议上，水发集团
董事长王振钦表示，“做好专项规
划，细分产业，明确目标，夯实措施，
构建战略型、特色型、潜力型首位度
梯次”和“加大考核调度，将行业首
位度战略目标的丰富内涵转化为可
量化并具有操作性的考核指标”外，
水发集团除还要集中精力、物力、财
力等各种资源优先发展首位度产
业。

而这期间，“建设推进一批、整
合提升一批、调整退出一批”的原则
加快“四个集中”，提高集团资本质
量效率被他重点提及。

所谓“四个集中”，即通过内部
重组或资产证券化继续整合产业关
联度高、同质化企业，向特色产业集
中，形成一批有引领性的特色优势
产业；改造提升水务、农业等传统产
业，推动传统产业与现代科技结合，
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集中，实
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水
利、农业、环保三大省级产业平台和
能源、文旅两大产业集群，向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进一步
增强行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要
发展再生资源利用、物联网等新兴
产业，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培
育集团发展新动能。

思路已经给出，水发集团正在
沿着上述道路前行。

以环保为例，目前，水发集团与
山东产业研究院联合组建的环保领
域的省级研发孵化平台——— 山东环
保产业研究院已被批复。

据透露，这一平台背后，有着一
个集产学研为一体，拥有42家核心
单位的山东环保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这将为水发集团打造省属企
业的影响力、规模、产品技术提供了
支撑互补。

这仅仅是水发集团的一个侧
面，却折射着其下一个10年发展图
景的现在与未来……

一家省属国企的进阶与搏击

一家国企的进阶速度到底有多快？
10年前，9名员工起步、应划拨的

资产和注册资金均未到位、向5家单位
借款1亿元的水发集团，10年后已悄然
成长为拥有两万名职工、600多家权属
企业和超千亿资产规模的大型集团：资
产年均增长57%，营收年均增长90%，利
润 年 均 增 长 2 1 1 % ， 税 收 年 均 增 长
64%……

这样的速度引发赞声一片。
数据雕刻着过去的时光，也照亮着

水发集团未来的搏击之路。在已经开启
的下一个10年面前，水发又会怎样构建
自身的发展图景？

水发集团系列报道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冯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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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水发：

这是一个见证发展的时代，更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
从一穷二白到超千亿资产规模，历经10年市场搏击，无畏生长的“少年”水发集团用其快速的进阶之路、丰盈的资本图谱以及裂变的内生逻辑告诉世人：

探索与创新的国企更具生命力。
自今日起，本报推出聚焦水发集团的系列报道，通过回顾它的发展历程，来折射时代之变，呈现变化之巨。在向这个时时代致敬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水发之

路能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

编
者
按


A08
2020年5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胡淑华 组版：娄玲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财经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