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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小丽刘小玲

“让世界用上内江屏！”3月20日，记

者走进位于内江经开区的内江市兴展光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展光电），大大

的广告语映入眼帘。

这家公司主要产品为玻璃盖板，为

内江经开区招商引资企业，于2021年落

户内江经开区。公司从签约到试产，仅

仅3个月时间。去年，公司产值达6000

万元，高峰时期用工达到240人。

兴展光电副总经理钟原向记者透露

了公司快速落地、投产的原因：公司使用

的厂房、办公楼都是现成的，只是进行了

简单的地面处理、车间改造，完成设备安

装、调试后就投产，“我们2021年9月签

约，2022年1月开始试产，当年春节后正

式生产。”

原来，兴展光电所在的位置，前身是

内江海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

科技），该公司因经营困难退出后，厂区

近9万平方米的厂房就闲置了下来。为

盘活闲置工业厂房，2021 年，内江经开

区通过区属国有企业——内江兴元实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3亿元，收购海

德科技闲置标准厂房，重新招商引资。

彼时，创立于东莞的兴展光电，其创

始人是内江人，有意回家乡投资兴业，并

急于快速投产。

“考虑到兴展光电与海德科技同属

电子信息企业，我们向企业推荐了海德

科技的旧厂房。”内江兴元实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资产管理部部长李一说，利用

旧厂房引进同类企业，既可以盘活现有

闲置资源，又可以省去重复建设的时间

和资金成本，帮助项目快速落地、达产，

实现双赢。

在内江经开区的促成下，兴展光电

以租赁的形式，顺利入驻海德科技。

“如果新建厂房，可能需要一年时间

才能投产，用旧厂房帮我们节省了大半

年时间。”钟原说，除了节约了时间，公

司租赁国有资产，还享受内江经开区

招商引资企业“三免两减”待遇，到目

前仍是免租金状态。这样的有利条

件，帮助企业迅速成长，目前实现日产

盖板 6 万余片，涵盖手机盖板、学习平

板盖板和小尺寸车载盖板三大类，为

全国各地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工业土地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和

基本要素，是城乡建设发展的重要资源

之一。

记者从内江经开区经科局了解到，

近两年来，内江经开区深入抓好园区“扩

面提质”工作，采取“政府主导”加“支持

企业资产重组、政府（国企）收回再利用、

支持企业转型发展以及引导企业增产扩

能”的“1+4”模式，积极走好工业经济内

涵式增长道路，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先后盘活德摩叉

车、海德科技、伊莱维克、四川国跃、浙商

工业园等10余宗企业闲置土地2000余

亩、闲置厂房20余万平方米，促进土地

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小玲张小丽

春光好，生产忙。3月20日，位于内

江经开区安吉街的四川集世迈物流装备

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西车）生产车间，焊

花闪烁、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着生产，

一批电动搬运车、电动堆高车等工业物

流装备将从这里出厂，走向全国乃至世

界各地。

从四川集世迈公司的同一大门进

去，鼎佳亿、宸萌玻璃、创思特等20余户

企业的厂房分布周边，形成了内江经开

区的“园中园”，目前已实现工业产值上

亿元。

而在三年多以前，这里长满荒草，成

片的厂房闲置。

2009年，内江经开区引进四川德摩

叉车及物流设备生产项目落户于此，占

地200亩。但企业受资金、产品、市场等

因素影响，自2010年入驻后一直处于非

正常生产经营状况，仅建设厂房2.6万平

方米，土地利用率不到 30%。到 2016

年，企业退出经营，该处土地和厂房彻底

闲置。

2019年，内江经开区引进四川集世

迈，在公司选址时首推了安吉街这一地

块，试图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化解德摩

叉车遗留问题，同时盘活这片“沉睡”的

工业闲置土地和厂房。

在经过考察和对比其他地块后，四

川集世迈与内江经开区“一拍即合”：对

原产权企业进行收购重组，在此基础上

改造、新建厂房。

“我们算了笔账，收购、改造老厂房

和新投资建厂的成本差不多，但却帮助

当地盘活了闲置资源。”集世迈有关负责

人李希的透露，刚开始企业也有些顾虑，

担心债务、税收、厂房验收等历史遗留问

题不能快速解决，好在内江经开区党工

委、管委会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支持，安排

“首席服务官”配合企业跑手续，帮助协

商化解四川德摩叉车债务事宜、解决各

类遗留问题等，最终顺利完成了对原四

川德摩叉车有限公司的资产收购工作。

2021 年，在原有厂房的基础上，集

世迈投资建设了新一批标准厂房，2022

年3月正式投产，目前年产值达2000多

万元。企业在自身业务还未饱和的情况

下，将多余厂房出租，引入一批机械装

备、电子信息等配套企业入驻，形成“园

中园”，全部达产后可实现产值5亿元。

“这是一个多赢之举。”在内江经开

区党工委副书记郭志兵看来，通过资产

重组的方式有效盘活了闲置土地、闲置

厂房，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同时化解了遗

留债务债权纠纷等风险，确保了社会稳

定。同时，对于集世迈而言，既是“业主”

也是“物业”，厂房在满足自身生产的同

时，外租给其他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建设资金压力。

今年，四川集世迈历经2年、自主研

发的新能源前移式叉车、平衡重叉车正

式投产。就在1月，企业刚交付了一批

定制款新能源物流仓储车，产品远销美

国、荷兰、孟加拉国等地，将“内江造”外

贸商品带向了世界。眼下，工人们正加

紧赶制新订单，又一批产品即将发往国

内外。

“还有部分土地没用完，这也为企业

预留了发展空间。”四川集世迈（四川西

车）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总负责

人亢耀峰介绍，2024 年，公司将紧跟内

江实施工业倍增计划的东风，大力扩展

国内外销售渠道和市场，加大研发力度，

生产更多附加值高的新能源物流仓储

车，力争产值规模在2023年的基础上再

增加50%。

政府“做媒”、资产重组、易主新生，

是内江市工业闲置土地和闲置厂房盘活

的成功方式之一。

“在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着

用地供需紧张矛盾。”内江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有关负责人坦言，一方面是新上的

工业项目因没有空间落不了地，一方面

是大量工业用地与厂房低效利用、闲置

浪费，这是各地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个

“老大难”问题。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内

江，这样的矛盾尤为突出。

如何破局？内江市立足问题导向，

为全市闲置资产“体检”，找准“病根”对

症下药，采取推动资产重组、协议收回收

储、置换收回、司法重整等多种方式，让

问题资产“退出”，破解闲置土地、厂房盘

活利用困局，为实现“工业倍增”、加快培

育新质生产力拓展空间。

近两年，内江共盘活闲置工业土地

25 宗 2600 亩、闲置厂房 16 户 30 余万平

方米，引进50户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四

川富乐华（国内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功率

模块陶瓷基板生产基地）等规上企业11

户，创造产值约35亿元。2023年，内江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居全省

第4，在省级工业主导型开发区“亩均论

英雄”综合评价中排名第1。

“旧巢”引“新凤”：
看内江一户企业如何“借宿立居”

◇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小丽 刘小玲 文/图

工业土地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和基本要素，

是城乡建设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

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内江在转型发展中产生

了一批工业闲置土地和闲置厂房。面对工业用地供

需紧张矛盾的局面，内江通过综合施策、强化源头管

控严防新增等方式，全力推动工业闲置土地化解处

置工作，确保“退得出”“用得好”“可持续”。

近两年，内江共盘活闲置工业土地 25 宗 2600

亩、闲置厂房16户30余万平方米，引进50户工业企

业，其中包括四川富乐华（国内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功

率模块陶瓷基板生产基地）等规上企业11户，创造

产值约35亿元，实现了“存量”换“增量”，为加快培

育新质生产力释放了空间。2023年，内江规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9.5%，增速居全省第4位。

找准“病根”开良方

破解闲置资源盘活困局

3月20日，四川集世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西车，以下简称：集世迈）生产车间内，机器轰

鸣，工人们正忙着生产电动搬运车、电动堆高车等各

类工业物流装备。

这个占地200亩的物流装备园区，原为四川德

摩叉车及物流设备生产项目。受资金、产品、市场

等因素影响，企业自 2010 年入驻后，一直处于非

正常生产经营状态。为盘活土地和厂房等闲置

资产，2019 年内江经开区引入四川集世迈物流装

备有限责任公司。

集世迈行政办主任李希介绍，内江经开区安排

专人配合企业跑手续，帮助协商化解各类遗留问题，

最终完成了对原四川德摩叉车有限公司的资产收购

工作。2021 年，集世迈投资建设了新一批标准厂

房，2022 年 3 月正式投产，目前年产值已超 2000 多

万元。

通过政府“做媒”，帮助企业资产重组——集世

迈在内江的发展之道，是内江盘活闲置工业土地和

厂房的一个典型案例。

近年来，伴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土地要素与

保障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此，内江大力开展工

业闲置土地和厂房化解处置工作，将工业闲置土地、厂

房化解盘活作为推动工业内涵式增长、做大总量的重

要举措，列入“工业倍增”计划重点专项行动之一。

经过摸排，到2022年底，全市共有闲置工业用

地41宗4211亩、工业闲置厂房64.5万平方米。

内江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造成工业土地、

厂房闲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资金链

断裂、债权债务纠纷等不具备履约条件；二是企业因

产业政策调整、市场需求变化等未能开工建设；三是

个别企业恶意圈地囤地。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

要盘活闲置资产，首先就要处理好债权债务纠纷等

遗留问题，为闲置资源再利用扫清障碍。

在摸清家底之后，内江根据前期建立的闲置资

产“体检”台账，精准识别、合理界定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找到“病根”对症下药，采取推动资产重组、协议

收回收储、置换收回、司法重整等多种方式，让问题

资产“退出”，破解闲置土地、厂房盘活利用困局。近

两年，全市共盘活闲置工业土地25宗2600亩、闲置

厂房16户30余万平方米。

“腾笼”“换鸟”同步抓

两年引进规上企业11户

如何用好、用活闲置资产，为“工业倍增”赋能？

内江给出的答案是：“腾笼”“换鸟”同步抓，通过

闲置土地、厂房，再造产业平台、导入新兴产业，释放

项目招引“强磁场”，助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通过国有平台公司，内江市兴展光电有限公司

以租赁的形式入驻原内江海德科技有限公司，利用

旧厂房改造生产车间，仅用三个月时间就顺利投产，

去年年产值达6000万元。兴展光电副总经理钟原

说：“如果新建厂房，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投产，用

旧厂房帮我们节省了大半年时间。”

市中区通过平台公司，收储濒临破产的机床企

业土地与厂房等资产，以“政府出租厂房+企业建设

生产线”合作模式，招引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

司入驻，该公司实现工业总产值1.1亿元。

内投集团公司下属企业收储内江市棉纺厂闲置

土地与厂房，将该厂更新改造为运动健身、商业休

闲、娱乐体验等功能为主导的具有工业化特色的创

意街区，目前已签约13家企业入驻。

总结内江盘活工业闲置土地、厂房的经验，内江

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得出一些可推广的模式：“腾笼

换鸟”——对占地面积大、无产出效益或产出效益低

的企业，政府进行资产收购或土地收储收回，将低效

闲置资源再次招商；“技改增效”——配套专项资金

支持企业“零地技改”；“上天入地”——大力推动标

准厂房建设，鼓励企业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在有限空

间立体扩容提升空间资源利用效率。“亩均论英

雄”——强化源头管控，严格招引企业用地评价与

“标准地”供应，逐步扩大弹性供地比例，全力支持亩

均效益优秀企业等。

旧“巢”引新“凤”，引来发展新动能。近两年来，

内江共利用工业闲置土地、厂房引进 50 户工业企

业，其中包括规上企业11户。

其中，内江经开区依法收回四川国跃项目闲置

土地，供给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功率半

导体陶瓷基板项目，该项目填补了国内高端功率半

导体陶瓷基板技术空白，为内江规上工业企业再添

“新军”。

威远县推动四川京威公司与川威集团合作，盘

活川威集团的生产线原料堆场，用于总投资150亿

元的四川京威公司高端离心球墨铸造项目一期建

设。这是内江市目前最大的制造业项目，建成后将

冲刺高端燃气管道新赛道。

长效把牢“源头关”

实现工业闲置土地与厂房“零新增”

闲置土地、厂房的处置与盘活，需要建章立制、

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为此，内江从源头上狠抓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多管齐下管控新增低效闲置土地，推

动工业节约集约用地可常态长效。

据内江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规划管控

方面，内江加快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审查审批，

科学编制镇村国土空间规划；把调整出来的集体建

设用地指标集中在场镇周边、园区周边，用于政府

投资的只租不售标准厂房等无须办理土地使用证

的项目，有序指引产业项目用地和规划许可。在用

地监管方面，建立“全生命周期”用地监管机制，将

土地建设工期、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等

指标纳入土地出让方案，加强招商引资企业用地约

束；合理控制工业用地开发强度，强化园区亩均产

出考核，推进标准厂房建设，推行工业用地“标准

地”供应，集约高效利用工业用地。目前，内江累

计供应标准地42宗，实现工业闲置土地与厂房“零

新增”。

此外，内江还建立工程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制度，

明确节地评价的范围、原则和实施程序；对不按约定

动工开发建设的，采取约谈、处罚等方式，督促按照

约定开工，仍不整改的收回其土地使用权；对因规划

用途调整、不符合环保要求等因素导致土地难以继

续利用的企业，采取收储、置换等方式进行处置，为

新项目预留发展空间。

腾笼换鸟 向“新”而行
——内江盘活工业闲置土地与厂房的探索与实践

铭记关怀 不负重托 感恩奋进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化腐朽为神奇”：
看内江一片闲地如何“长”出一个园区

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 内江市兴展光电有限公司以租赁的形式入驻原内江海德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集世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西车）工人操作生产设备

四川集世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西车）生产的新能源叉车（资

料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