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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工业化农村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以天津大邱庄为例

于 浩

2021 年 6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正式实

施昭示了我国继打赢脱贫攻坚战

后进一步振兴乡村的战略方向。大

邱庄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

通过工业化道路脱贫致富的成功典

型。然而近年来，随着政策、市场

等多方面的形势发生变化，使得大

邱庄的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遭遇

了一些阵痛 , 陷入了“先发劣势”；

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

又给了大邱庄新的历史机遇。

一、大邱庄产业背景

（一）工业道路的起源

天津静海是古渤海东退形

成的土地，土质盐碱含量高，不

适宜农业生产。自明永乐二年、

公元 1404 年建庄以来，盐碱和

沥涝一直缠绕着大邱庄人致富的

脚步，使得大邱庄（原名“邱家

庄”）被称为“讨饭庄”，更是传

出了这样一曲辛酸民谣 ：“老东

乡，老东乡，喝苦水，吃菜帮，

糠 菜 半 年粮 ；宁吃十年糠，有

女不嫁大邱庄。”这样的自然条

件制约着大邱庄的农业发展，为

“穷则思变”埋下了种子。

摘  要 ：：作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先驱，大邱庄曾一度被誉为“天下第一庄”“华夏第一村”，但

自 1997 年金融危机以来陷入了发展困境，至今也未能重塑辉煌。大邱庄目前依旧是我国村镇中企业

聚集、产业发达、资本集中的地区，有着转型升级的现实基础和迫切需求。但是，“转型”不是“转

行”，大邱庄产业发展还是要围绕“钢”做文章，在此基础上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实现大邱庄的二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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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历史悠久的农耕

民族国家，我国“以农为纲”的

传统根深蒂固，因此大邱庄选

择了“ 以 工 辅 农， 走 集 体 化 道

路”， 在 1977 年申办 第 一 个 轧

钢厂时即以“生产农业犁具”为

由。而后，大邱庄的工业化“发

展了大量 设 施 农 业，引进寿光

技术，农民变成农业工人，用现

代农场化管理技术管理农业生

产”，这一实践经验“对农村乃

至全国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据 统 计，1987 年 至 1991 年 间，

大邱庄的产值、纳税、人均收入

等多项指标名列全国第一，“成了

大家公认的‘首富村’”；1987 年

至 1992 年间，人民日报涉及大邱

庄的报道多达 77 篇，是全国各

地参观学习的对象。

（二）钢铁小镇的没落

1992 年，大 邱庄整 体扩大

再 生产，筹建“百亿 工业园”。

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一轮投资热

潮中，资金又再次被投入钢铁产

业。不过，虽然从当下来看，“我

国钢管工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盲目发展、低水平重复建

设、产能过剩”，但囿于历史和

个人的局限性，这种隐患在当时

并不为人所知悉。实际上，当时

的钢铁产业仍然处在上升期，直

至大邱庄迎来 1997 年的亚洲金融

危机大爆发。在此之前，大邱庄

的辉煌和风光一时无两——工业

产值超过 130 亿元，钢材加工产

量 270 万吨，国内生产总值 16.1

亿 元， 税 收 9400 余 万元。1997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和市场

状况急转直下。“我国钢管行业的

发展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呈

现较大波动”，大邱庄能正常开

工的企业仅有三分之一。到 2000

年，大邱庄较最为辉煌时的工业

产值缩水 37%、区域生产总值缩

水 26%，税收更是缩水 51%。

（三）产业结构现状

时至今日，大邱庄在历经一

代人的努力后，已经走出了低谷。

2020 年上半年，大邱庄镇工业产

值占静海区的 51.21%，但距离其再

现辉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截 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 大

邱庄镇范围内涌现出的市场主体

累计达到 15898 家，目前仍然存

续的有 10942 家（其中各类企业

7118 家），合计注册资本约合人

民币 566 亿 元，其中有 36 家外

资企业，注册资本合计超过 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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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从总量来说，大邱庄仍然

是全国村镇中企业聚集、产业发

达、资本集中的地区。

然 而， 从行 业 分布上 说，

钢铁相关产业及配套行业的企

业在数量上、体量上都占据了大

头。现有企业中，涉及钢铁、钢

材的多达 2717 家、占比 54.2% ；

注册资本合计 347.7 亿元，占比

61.43%。这些基本都是钢铁加工

和涉钢贸易企业。

（四）转型升级优势

“根据国内外较发达产业集

群的经验，成熟的产业集群内除

了有专门从事某行业生产的大

量相关企业，还要有各种配套服

务支撑机构”。这些都是未来大

邱庄补足第三产业短板的重要方

向，而对于具有钢铁加工行业特

色的服务业来说，大邱庄具有其

他大多数地区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从域外经验来看，德国钢铁

工业生产区域集中，这种“钢铁

工业区域化生产在能源、原料、

物流及市场优势上突显出来。”

而以钢材产品附加值高著称的德

国，生产的钢铁中仍有“10% 用

于钢管制造”。作为曾经发生过

钢铁危机的鲁尔工业区，仍然以

钢铁及配套产业作为转型升级的

方向，原因在于“百多年来钢铁

产业发展所沉淀下来的人员、技

术优势仍然是鲁尔区发展钢铁产

业最有利的资源要素。”这种要

素积累在大邱庄同样存在。

因此，“ 转型” 绝 不是“ 转

行”，大邱庄产业的转型升级之

路，仍然要依靠既有的钢铁产

业，脚踏实地制定产业 发展规

划，帮助现有的钢铁加工企业引

入技术、接洽资金、吸纳人才，

助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二、大邱庄传统制造业转

型路径

（一）去芜存菁，提升区域

生产效能

天津天丰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和天津冶金集团轧三钢铁有限

公司退出后，大邱庄已经不存在

钢铁冶炼相关产能。但清理炼

钢产业仅仅只是一个开端，接下

来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帮助区域内传统企业提质增效

的同时，通过龙头企业带动示范

效应，使得部分落后产能自然淘

汰，并探索建立企业分级评价机

制，逐步推动区域产业升级。

1．摸清企业升级意愿，促

成企业抱团发展

“ 提 高 产 业 集 中度， 是 企

业获得市场话语权的关键。”目

前，大邱庄众多企业生产的产品

相近、生产的工艺类似、生产的

地点毗邻，也因此面临同样的需

求、问题和障碍。要加大宣传力

度和实地走访，对规模以上企业

要一对一地上门调研企业对产业

现状、行业发展的认识水平，掌

握其对转型升级的真实意愿，逐

步筛选主观上有意愿、客观上有

潜力的企业，促成这类企业整合

需求、合并要素。这种情况下，

抱团寻求升级改造，可以增强区

域议价能力，有利于吸引资金和

技术流入。

2．对接资金供给来源，弥

补技术渠道空白

大 邱庄一些中型企业有意

愿引进技术、改善工艺、提升效

益、扩大规模，但同时又缺乏足

够的市场份额积累研发成本，也

缺少必要条件聘用研发人员，只

能走低质量、低效益的道路。要

主动为其接洽行业协会、科研院

所和本地及外地的龙头企业，促

成技术合作，实现技术成果的共

创、共享、共用、共有，帮助有

潜力的中小企业提升技术水平 ；

要鼓励银行和社会资本参与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面向传统

制造业的金融优惠政策 ；要加强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资金的使用

监管，确保为企业对接的资金来

源切实用于技术改造、工艺提升

和产品研发。

3．搭建产权交易平台，提

供市场退出通道

在推进上述措施时，可以预

见仍然有一些企业尤其是目前合

法持有工业用地使用权的企业缺

乏参与大邱庄转型升级的计划中

来。这部分企业占据土地资源但

产出极低，亩均产值可能仅有几

十万元水平，亩均税收也基本在

万元级别。

“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

证明，通过兼并重组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打造世界钢管强企是一

条行之有效的路径。”针对这部

分企业，首先应当保障其合法权

益，不能采取粗暴甚至违法的行

政手段予以驱除。有的地方政府

面对这种情况，一般采取政府土

地收储或政府平台公司购买的方

式。而在大邱庄实现这部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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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土地的“腾笼换鸟”，可以尝

试搭建土地使用权和股权的交易

平台，吸引本地或外地有资金、

有技术的企业收购和盘活闲置和

低效资产。这种市场化模式的可

行性在于大邱庄金属制品产业的

高度聚集，而国有可出让工业用

地供给不足。

（二）因地制宜，选定未来

产业方向

1．结合现实基础，确定区

域功能定位

大邱庄所在的静海区是天津

距离雄安新区最近的行政区，雄

安新区建设作为“千年大计”，

必然辐射一大片卫星区域。如何

将大邱庄本地的发展与雄安新区

建设相结合，怎样确定大邱庄在

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中的角色，是

大邱庄未来发展的机遇和选择。

大邱庄应当主动抢占雄安新

区发展潮流中金属制品来源地这

一“产业生态位”，鼓励企业研

发高端金属制品。以雄安新区的

建筑领域为例，雄安新区未来将

大量应用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对

相关钢铁制品的需求极大，这是

大邱庄企业升级后可以抢占的较

大市场预期。实际上，源泰德润

等本地企业，宝能、东方诚等外

地企业已经做出预判，积极在大

邱庄布局相关产业。

2．挖掘工业底蕴，选定产

业发展方向

虽然目前全国各地的开发区

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大多都将新一

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作为发展

方向，但以钢管为代表的金属制

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从规模和

体量上说，仍然是大邱庄制造业

的支撑和支柱。产业结构的调

整，不能好高骛远、脱离现实。

从 要素 约束、 环 境 制约、

区域竞争等角度，对正向选择后

的产业进行负向排除。要素约束

主要考虑创新资源、人才支撑、

金融、资源禀赋、制度支撑等因

素，环境制约主要考虑环境承载

能力、生态条件等因素，区域竞

争主要考虑市场饱和度、产业竞

争程度、区域分工、布局规律等

因素。据此，结合本地已有产业

基础，未来大邱庄可重点发展钢

结构装配式建筑、医疗康养器

械、高端机械金属配件等与金属

加工领域中具有高附加值的先进

制造业。

三、结语与展望

改弦易辙不是符 合大 邱庄

产业实际的最优解，大邱庄的二

次腾飞必然建立在第一次腾飞的

基础上。在高耗能、高污染的钢

铁冶炼企业已经退出大邱庄的今

天，“钢铁围城”“钢铁围湖”问

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针对本地

已经聚集起来的钢铁加工企业，

一方面要鼓励和帮助它们往本行

业的高附加值产品和市场进军，

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引

导缺乏进步意愿的企业腾出空

间资源。大邱庄唯有用好在钢铁

加工领域积累的企业数量和规模

体量优势，加快取得产品质量和

技术含量进步，才能再现大邱庄

辉煌，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

早期工业化农村的转型升级给出

“大邱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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