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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改革的探路者
本报记者 张丽霞 文 丁友明 图

市场化运作
长期以来，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效率低下等国

企的典型弊病严重困扰着公用事业的健康发展。如
何从体制改革、体制创新上彻底破解这一难题？市
场化改革是必由之路。

为加快我市市政公用事业的发展，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省会经营性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2005年1
月19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政公用事
业特许经营的通知》中提出，自 2月 1日起，我市城
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
等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

2007 年 3月 12日，《郑州市“十一五”国有经济
布局和结构调整专项规划纲要》指出，供水、供热、供
气、排水和城市公交等市政公用事业企业，要兼顾公
益性和经营性,一方面要保证国有资本必要的增量
投入,不断完善管网等基础资源建设；另一方面要结
合建立政府特许经营制度,通过资产重组、合资合作
和组建资产营运公司等形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并
参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产权制度、经营方式改革,逐
步形成国有经济控制基础资源、保障基本服务、维
护城市安全、其他多种经济成分有序竞争的格局。

多元化产权
政策的出台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但是，市

场往往先于政策行动。
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期，作为改革的先行

者，郑州燃气已吹响改革的号角，率先在企业内部
实施一系列改革。1998年，郑州市煤气公司和郑州
市天然气公司合并，组建郑州市燃气有限公司；
2000年 12月 18日，郑州市燃气有限公司实行国企
改制，联合郑州启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河南拍卖
行等4家企业法人共同发起，注册设立国有控股的
股份制燃气企业，这是我省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造
的公用事业企业。

多元化产权结构形成后，该公司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朝着多渠道融资和跨区域经营战略迈进：

2002年 10月 29日，成为全国第一个在香港创
业板上市的国有燃气企业；2007年 6月 29日，股票
由香港创业板成功转主板上市；2007年6月6日，整
合南阳燃气市场，与南阳市政府签订南阳国有燃气

公司产权转让合同和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协
议；2008年1月，在平顶山市燃气总公司国有产权
拍卖竞标会上，以3050万元的价格竞得平顶山燃气
27%股权，成为平顶山燃气第二大股东；2008年2
月，与郑汴产业带管理委员会签订郑汴产业带城市
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取得30年的特许经营权；
2008年6月，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上市申请，计划在
国内A股市场融资4亿至6亿元，为构建第三大管
道气源和配套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兼顾双重性
在我市公用事业改革的探索中，燃气公司的骄

人业绩着实为我们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但是，摸着
石头过河的试水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比如我市公交、自来水公司的市场化运作就
让人有些“头疼”。

2001 年，郑州市公交总公司与香港康利公司
合作，按照中方郑州公交 51％、外方香港公司 49％

的比例，共同投资经营。后来，投资方发现利润越来
越薄。于是，从赢利角度考虑，投资方不希望增加新
的线路和车辆。但是，为了满足市民需求，公交线路
和车辆规模的扩大又势在必行。为此，2004年，香港
康利发展有限公司把其 49％的股份交给郑州公交
公司经营，他们只参与分红。

无独有偶，郑州自来水公司的合作经营与郑州
市公交总公司如出一辙。

城市公用事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运营中应
该获得一定的回报；另一方面城市公用事业是城市健
康和谐发展的基本载体，具有公用性。这两重性必须
高度统一才能顺利推进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

待解的难题
“与其他工业类、服务类行业相比，我市市政公

用事业市场化程度偏低，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市自来水、热力行业亏损严
重，价格倒挂，没有真正实现保本微利，对外资和民

间资本的吸引力不足。”郑州
市市政管理执法局总工程师
张雷直言不讳：“目前，价格机
制等配套政策不到位也是影
响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的重
要因素。”

与遭受“冷落”的自来水和
热力相比，污水、燃气等具有
利润空间、国家政策扶持的朝
阳产业却备受青睐。据了解，
华润集团欲出资购买我市燃气
20%股份。

外资退出、合同失败、公
共利益受损等问题的逐步暴
露，使市场化受到质疑，也引
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决策
者的谨慎观望态度也是该行
业缓慢发展的原因之一。

另外，企业改制后的现
有在岗人员及离退休人员
妥善安置是企事业单位改
制面临的一个比较复杂和
敏感的问题。

任重而道远
曾任郑州公交总公司改

制顾问的河南九鼎德盛投资
顾问公司投行总部总经理李
文君认为，公私合营是一个
长期的、复杂的合作过程，由

于文化、政策、法律等存在差异，需要双方充分的
了解、沟通、磨合和信任。公用事业改革一定要注
意企业自身的行业特点，兼顾多方利益。另外，在
积极稳妥的前提下，政府要由点到面步步深入，
同时，必须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做辅助，对相关
公用企业改制进行必要的扶持。

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刘伟认为，在市场化进程
中，企业和政府应履行起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作为
政府，应从管理企业向管理市场转变，逐步建立起符
合改革需要的成本效益分析评价机制，此外，政府还
要重视市场准入和退出、服务质量、安全及普遍服务
等监管机制的建设；作为企业，可以尝试股权基金、
可转换债券等方式以解决建设过程中的资金困难。

“履行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效率需要法律先
行。”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罗律师认为，要以法律制
度作为市政公用事业改革的准则，体现市场经济是
一种法制经济的原则，以立法为先导，依法行政，可
减少改革盲目性。

市政公用行业被称为“我国计划
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由于其具有自
然垄断以及准公共产品特征，使得我
国市政公用行业的改革滞后于其他行
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20世纪90年代，市政公用设施业
的市场化改革在一些大城市开始探
索，随后向其他城市蔓延。作为改革的
先行者，2000年，郑州燃气公司率先在
企业内部实施一系列改革，成为我省
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公用事业企
业。随后，自来水、公交等行业也随之
纷纷下海，8年一路走来，几家欢乐几
家愁……

宜居环境的营造者
本报记者 裴其娟 文 李 焱 图

人均绿地与日俱增
老一代郑州绿化职工还记得，1978年，郑州经

过一系列的植树造林行动，刚刚摆脱“风沙城”的
称号，全市绿化覆盖率32.4%，人均公共绿地2.3平
方米，相当于一张小床那么大。

1978年，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三五年内
城市绿化要有一个根本好转，绿化覆盖率达到
40%，人均公共绿地4～7平方米”的方针，郑州市园
林绿化发展由此迎来了春天。1980年起，郑州市新
建道路绿化统一纳入道路基本建设投资。1982年，
市政府投资30万元从上海引进大量常绿苗木和花
灌木，改建中原路、建设路等8条道路的绿化带。

1985 年，郑州市以 35.25%的绿化覆盖率名列
全国317个城市之首，人均公共绿地达到4.12平方
米，获得了“绿城”的美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建成区不断扩
大和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园林绿化主要指标连年
下降。

城市“绿色”的减退引起郑州市的高度重视。
1997年，郑州市掀起了“绿化城市，重塑绿城”的绿
色风暴。到 2007 年年底，我市园林绿地总面积达
9287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1978年的2.3平方
米上升到9.2平方米，相当于一间卧室那么大。

基础设施趋于完善
30 年前，郑州的地下管网狭窄，路不平、灯不

明、污水乱冒困扰着居民的生活。改革开放后，越
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城市框架不断拉大。

近年来，郑州市对城市全面进行综合整治。
2001年，投资15.8亿元，建成全长43.7公里的

环城快速路；投资 1.1 亿元，拓宽改造了中原路铁
路立交、嵩山南路、紫荆山南路立交等；对市区 71
条（段）157 公里道路路灯进行了改造。2003 年，郑
州市启动以“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为目标的
中心城区综合整治方案。2004年12月，郑州把位于
老城区的熊儿河从一条排污明沟改造成一条带状
公园。2003年至2005年，郑州市共完成各类城建投
资202亿元。服务城市经济建设和市民生活的公用
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至 2007 年年末，我市铺装道路总里程达 1243
公里；各种桥梁 164 座，其中立交桥 41 座；路灯达
6.1万盏，比1978年增加了4.9万盏。

城市管理细致入微
城市建设“三分建七分管”。
1978 年，郑州市没有一座污水处理厂，改革

开放以来，郑州市积极推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城市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截至2007年年底，已
建成王新庄、马头岗、五龙口3家城市污水处理
厂，日处理污水能力80万吨，基本实现了生活污水
无害化处理全覆盖。建成郑州市第一、第二垃圾处
理厂、郑州市综合垃圾处理厂等3座大型生活垃圾
处理厂，无害化垃圾处理能力达3450吨/日。道路
清扫保洁实行市场化运作，主干道的清扫保洁水平
达到了国家一类标准。

从 1998 年起，郑州市提出建立“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的城区管理体制，对照国家卫生城市
标准，解决乱倒垃圾、占道、交通、居民不文明
行为等问题。到目前，已形成“两级政府、三级
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体制。

为了营造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郑州市先后实

施了拆墙透绿、退路进店、环卫保洁市场化运作等。
遍及各大社区的 150 个健身园，郑州图书馆

免费开放的 20 个馆外阅读站，加上免费开放的
省、市博物馆，共同愉悦着郑州人的身心。

生态环境清新宜人
浓烟滚滚的烟囱、气味刺鼻的工业废水，过

去，工业化带来的类似污染场景在郑州屡见不
鲜。经过３０年的不懈治理，而今，一个碧水蓝
天的郑州正在脱颖而出。

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间，郑州市的大小企
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而燃料大部分限于原煤，原
煤燃烧后产生的硫酸、氯化氢、汞蒸气等带来了严
重的空气污染。为保护大气质量，郑州市从改变燃
烧方式、更新消烟除尘装置入手，改造锅炉、窑
炉，并积极推行联片供热和集中供热，倡导改革居
民生活燃料结构。

对水污染治理的脚步也未停歇。1978 年～
1988年间，郑州市重点治理了电镀、化工、印染、造
纸等行业的工业废水和医院含菌污水。1987年，郑
州市投资400多万元对金水河进行初步治理，之后
实现了污水截留、清水补给、河岸绿化，使水质得
到改善，美化了人民生活环境。至 2007 年，还完成
了须水河、潮河、索须河上游段河道治理和东风渠
引黄供水补源灌溉工程。

城市饮用水保护更是重中之重。郑州市先后
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规章，依法保护饮用水
源。目前，全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社会治安逐年向好
“安居才能乐业。”一个宜居的城市，首

先要保证 居 民 的 安 全 。 郑 州 市 把 打 造 平 安
郑 州 作 为 “ 民 生 工 程 ”、“ 民 心 工 程 ”，最 大
限 度 地 提 高 治 安 防 控 能 力 ， 降 低 发 案 率 ，
2008 年 ， 人 民 群 众 的 安 全 感 和 满 意 度 达 到
93.84%。

2005年起，市财政每年拨款上亿元用于科技
强警和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建立了以市公安局信
息中心为平台，以综合信息数据库和十类公安业
务数据为支撑，涵盖刑事、治安、外事、交通、
监管诸多方面的综合信息共享体系。将 110、
120、122、119 四台合一，组建了现代化合成式
指挥中枢——110指挥中心。

郑州市公安机关持续开展了“四严一创”和
“万警进社区，为民保平安”活动，他们还积极
建立治安群防群治队伍。

2005年、2007年，郑州市两度被评为“省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城市”。

宜居郑州渐行渐近
穿越30年的历程，郑州，一个宜居的现代化

都市崛起在中部。
大街小巷整洁有序、公园游园星罗棋布、

高楼立交流光溢彩……郑州的市民告别了当初
的路不平、灯不明，迎来了净绿亮美的优美居
住环境。

从 2006 年起，郑州先后获得国家园林城
市 、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 全 国 绿 化 模 范 城 市 称
号，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通过国家专家组
的技术评估。

从昔日的“风沙城”一路跋涉而来，郑州渐
渐出落成一个魅力四射的现代化都市。

改革开放 30 年，伴随着

全市社会经济的稳定快速发

展，郑州城市建设也进入了

新的发展时期。30 年来，郑

州市先后实施了旧城改造、

拆墙透绿、河道整治、中心城

区“三年大变”、“四城联创”

等工程，使城市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成为国家命名

的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

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和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

电力抢修便民服务队

城市布局的规

范、城市功能的完

善、城市新区的建

设和城市张力的

增强，使郑州魅力

四射。

市场化改革催

生的公共管理体

制，使政府有精力、

有能力、有财力、有

责任承担更多的民

生建设任务，民生

改善成绩显著，有

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