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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进入江苏远东集团初涉电
缆行业，2004年变卖家产创建中超电
缆（002471.SZ），2005年投产，3年之后
做到10个亿的销售额，并于2010年实
现上市目标，杨飞实现这一切所花时
间不过17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
解决了民营经济的几个天花板问题，
譬如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与科
研院所的合作开发等方面。”11月18
日，中超电缆杨飞如此感慨。他同时
对记者表示，2013年1-3季度，该公
司的销售额已超过34亿元。

同样在11月18日，中超电缆与西
安交通大学、江南石墨烯研究院及常

州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各方将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展石墨烯材料在
电缆领域应用研究的深度合作。

“石墨烯”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
最薄、最坚硬的纳米材料，而且结构非
常稳定，柔韧性很好，同时也是目前已
知导电性、导热性最出色的材料。
2004年，石墨烯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的科学家安德烈·杰姆和克斯特亚·诺
沃消洛夫发现，并由此让两位科学家
在2010年登顶诺贝尔物理奖。

在杨飞看来，《决定》对民营与国
有经济一并同等重视，由此可以让作
为事业单位的研究院所与灵活的民企
相结合，针对市场进行目的性研发，

“既拓展和明确了研究机构的研究方
向，又可以实现企业的商业利益”。

中超电缆董事长杨飞：

民企可更多参与及享用科研院所成果

《21世纪》：《决定》提出，公有制经
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两个毫
不动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杨伟民对此的解读是，此次将
公有和非公排在一起，“十分鲜明，没
有老大、老二之分了”。

杨飞：《决定》对经济的发展有促
进作用，相信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电
缆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决定》对民营经济充分肯定，并
强调了非公的创造力，而将其与国有
经济并列，事实上更强调两者之间的
公平竞争。

在我看来，最大的利好在于高科
技投资领域和重大成果的研发和转化
方面。在以前国有的科研院所成果的
转化对应比较多的是国企，但是明确
民营经济的同等地位之后，民营企业
参与的研究和投入就会多一些。

《21世纪》：对于民企参与科研成
果的转化方面，《决定》也提出：建立主
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标和经费
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
场，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
善风险投资，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
业化。

杨飞：我对这一点完全认同，特
别是促进科技成果的资本化方面，可
以考虑金融方面的创新。

举个例子，目前一些院所的科研
成果只是为了拿到经费，但所研发的
成果不切合市场。能不能做这样的一
个创新，研发领域也可以获得贷款融

资支持？举个例子，企业是否可以用
研发项目及以为项目而投入的一些设
备设施进行融资。政府能否以科研经
费作为担保，而不一定是直接划拨资
助，从而让企业获得银行的贷款，由此
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

《21世纪》：《决定》同时提出要推
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
配置，鼓励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对民营企业有什么样的机会。

杨飞：就我们电缆行业而言，存
在巨大的市场机会。

先前我们的农网改造，初始目标
是“村村通电”，这个目标只是考虑当

时农村能通上电就好，电力的负荷强
度少有考虑。随着农村老百姓生活的
提升，电力负荷方面的问题开始显
现。虽然未来中国农村人口会减少，
但农村经济会得到更好发展，包括养
老、医疗、生活等条件的提升和健全，
对电力的需求增加更多。

我从事电缆行业近20年，国企、
民企都待过，对市场有基本了解，可以
这样说，目前这个行业仍是朝阳行业，
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特高压
还是农网改造，都仍有很大的市场空
间，但是随着竞争环境和条件的改善，
竞争会趋于激烈。

民企参与研究机会增多 /

《21世纪》：在你看来，科研院所
自己的研发，和未来民企更多参与的
研发，两者各自的差异在哪里？

杨飞：我认为更多的是市场的判
断和制约方面。科研院所部分的研
发，更多是出于课题方面，一开始或
许不是直接对应市场，由是导致研发
成果难以产业化。

民企参与的研发，则是对应市场
需求，要求有更多商业化的可能。以
我们的石墨烯研发为例，我们虽然已
申报3项专利并获得受理、其中有一
项专利获得通过，但是科研力量方面
还有欠缺。西安交大在电缆研究全

国领先，江南石墨烯研究院和第六元
素则是石墨烯研发方面的佼佼者。

这次中超电缆与高校、专业研发
机构及石墨烯研发生产企业共同开展
紧密深度合作，通过产学研结合，将会
加快石墨烯材料在电线电缆领域更加
广泛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化进程。

《21世纪》：民企和科研院所的深
度合作，在你看来，石墨烯的商业化
进程可能要多久？

杨飞：我认为是三年左右。石墨
烯的出现才数年的时间，且只有在3
年前获得诺贝尔奖才广泛引发社会
关注，但它的研发突破时间表比大家

想像的还要快。
譬如研发方面我们和西安交大

和江南石墨烯研究院方面合作，材料
供应我们和第六元素合作，就是考虑
如何改变电缆的性能和节约成本。
举个例子，目前一公斤石墨烯在8000
元左右，我们和第六元素合作，如果
供应价是5000元/公斤呢，如果再进
一步降到2000元/公斤呢？可能就有
部分的应用市场。

所以，将石墨烯的成本降低并探
讨应用的领域，不仅是科研院所的课
题，也是我们共同的课题，我们刚好
一拍即合。

科研金融应创新 /

《21世纪》：2003年至今10年期
间，你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哪些待
改进的地方？

文宗瑜：以钢铁为例，全世界钢
铁产能超过3亿吨的几乎没有，中国
钢铁产能12亿吨，这是严重的产能过
剩。从去年到今年117家央企里，报
表比较好看的主要集中在石油石化、
电信、烟草。这三个行业是垄断性的，
民营资本进不去。还有两个行业市场
化高一些，像电力，但这也是垄断企
业，其主要得益于煤炭价格的下跌。
另一个是电子信息行业，其主要得益
于全球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其他行
业财务报表很不好，像钢铁、煤炭、船
舶制造、远洋运输等。因此，我们必须
继续推进改革。

我认为，央企高管人员实施年薪
制，不管企业盈利或亏损，有些亏损企
业都要拿50-100万元年薪，这肯定不
正常。一些企业中层也不会愿意改，
甚至普通员工也不愿意改，因为（国
企）普通员工的福利要远远高于非国

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这意味着未
来央企产权多样化改革、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的设想，面临解决阻力很大
的问题。

《21世纪》：《决定》中提到，国有
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
股。怎样切实做到鼓励民营资本参
股国企？

文宗瑜：民企参股或控股（国企），
短期内难度很大。经过2008年金融
危机的冲击，包括整个国内经济面临
的现有状况，比如，中国农业、工业、服
务业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民营
经济日子也很艰难。真正财务状况很
好，竞争力特别强的民企不多。

民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转型升
级。在这种情况下，依赖民企去参股
控股，依赖民企去进入国有垄断企业
领域，进而推动国企的改制，还是不太
可能。国企的改制还得依靠政策的支
持，由各级政府通过政策推动。

《21世纪》：一系列改革当中，哪
些国企会遭遇困难甚至被市场淘汰？

文宗瑜：可能不会靠民企来抛
弃，很可能是市场准入力度更大的开
放，未来对大型国有企业形成冲击的
是外资。将来国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外资。

《21世纪》：《决定》中提到，国有
资本将根据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
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
置市场化。怎样理解这一决策？

文宗瑜：网运分开主要还是指电
信行业，将来国有资本主要控制网络
这一块，但电信增值业务，包括和互联
网经济发展的创新业务，还是应当让
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共同经营。但在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特别提到
了电信企业，但10年来，电信基本没
动。这次强调了电信，将来不仅电信，
还包括铁路，未来改革可能是陆运分
离，国家控制铁路网，国有企业控制骨
干铁路、运输仓储，比如，未来高铁的
四纵四横，支线的铁路运输完全可以
放手给民营企业去经营，当然，将来包
括石油石化都要改。

《21世纪》：如何看待《决定》中强
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文宗瑜：反复讲混合所有制经济，
为什么强调？与未来国有资产相关的
有两方面，未来管理的导向将从原来资
本管理转向股权管理。第一，要实现资
本导向的管理，首先应把国企改为股份

制公司，不改制怎么实现资本导向？以
资本导向为主的管理也是在推动国企
股份制改革，推动央企产权多样化；第
二，把国有资本收益提到30%的比例，
明确国有资本一部分可以转化为社保，
亦可以用作民生改善。这两部分比原
来十六届三中全会表述得更为具体。

改革瞄准大型国企
改革的前景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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