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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两个转变”  促进行业转型发展 

              徐宏真  

温州市金属行业协会成立于 1995 年，2005 年实行政会分离后，

协会开始走上发展壮大的“快车道”，会员企业由原来的 35 家发展到

现在的 261 家，成为温州市行业协会（商会）示范单位和浙江省重点

培育的“双强”社会组织。近年来，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

谐社会的进程中，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以政府的“有形之手”优

化投资环境、拓展发展空间、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以政府转型来推进

温州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总体战略要求。作为政府联接企业的

桥梁和纽带，温州市金属行业协会顺势而为，在做好为会员企业提供

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等基础性工作的同时，针对金属流通行业

的实际，提出了协会工作“两个转变”的指导思想：即由过去一般意

义上的协调服务、行业自律向更具长远发展眼光的政策导向、市场研

判、关注战略和可持续发展转变；由过去的沟通联络、情感管理向建

立起以构筑“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合作共羸的利益共同体”为目标、

以价值为导向的工作机制转变。不仅促使协会在更高的层面上服务会

员、服务行业、服务社会，同时，在增强行业凝聚力、整合行业资源、

加快推进行业转型升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驱动力，出现了协会工作与

行业转型发发展、经济实体项目建设同步推进、良性互动的工作格局。 

一、发挥协会在行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优化整合行业资源，以

实体项目建设构筑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促进行业转型升级 

随着温州由滨江城市向滨海城市的迈进，我市原沿江码头也随之

向瓯江口和沿海东移，龙湾区以其特有的区位优势，依托港口和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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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陆交通网络成为我市大宗货物集散和现代物流业崛起的主要基

地。而现位于主城区的六虹桥钢材交易市场，其规模和经营模式已远

不能适应我市金属流通业的转型发展，且严重影响城市交通。同时，

针对温州金属贸易企业普遍存在的“低、小、散、乱”现象，温州市

金属行业协会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整合行业资源，调整产业结构，

顺应经济和城市转型，在龙湾区形成产业集群布局，产生总部集聚效

应，延伸产业链，促进我市金属行业由传统贸易向现代流通业转型发

展的战略构想，得到了市、区两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2009 年

协会本部迁址龙湾，并成立温州市钢材交易中心（暂租用其他单位写

字楼）；同年，以协会为平台，由 73 家龙头骨干会员企业抱团组建成

立了温州市金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接楼宇经济，在龙湾兴建总建

筑面积为 6.4 万平方米的金属总部大厦。该大厦已于今年 7 月结顶，

明年竣工投入使用，创下龙湾区去年 4 月集体开工的七大工程最快建

设速度。 

2010 年 12 月，对应浙江省政府提出的构筑“三位一体”（大宗

散装交易平台、水陆联运集疏运网络、金融和信息支撑体系），港口

服务体系的要求，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协调支持下，由金投公司与温

州港集团合资注册成立温州鑫港物流有限公司，选址龙湾瑶溪北，南

靠温州大道，西依货运铁路，北临万吨级码头，建设占地面积 618 亩，

总投资概算为 16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37 万 m2的温州金属现代物流中

心，旨在以港口为依托，集中整合金属材料物流资源，以全新的经营

理念和营销模式实现浙西南以及闽北地区金属材料交易向规范化、集

约化、信息化现代交易一站式服务转变，以高度集聚的人物、物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确立区域性专业物流信息中心的地位，力求打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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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货物集散、仓储、加工配送、产品展示、现货交易以及电子商务、

金融、物业和第三方物流等相关公共配套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物

流园区，为行业的转型发展搭建一个公共服务平台，在形成产业集聚

和规模效应的同时，促进经营模式的转换和产业升级。该项目被列为

浙江省 2012 年服务业发展重大项目，一期建设用地 193 亩征地指标

已下达，将于明年初开工建设。 

这两个项目的启动和建设，是协会顺应市场发展趋势，挑战传统

经营模式，创新行业业态，深层次服务会员的体现，对于引导民营资

本参与经济转型和推动城市化进程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被业内人

士和相关媒体誉为吹响了全国金属流通领域实质整合的第一声“集结

号”，开创了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姻的先河，是经济转型中“金属流

通版”的温州模式。 

二、以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沉着应对各种挑战，破难攻坚，化

解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平稳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金属产业，尤其是钢铁产业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快速

而无序发展之后，导致产能过剩，加之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国家宏

观调控力度的加大，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萎缩，使整个钢铁产业

链处于整体波动下滑的态势，钢铁流通业也正面临着库存压力、资金

压力乃至生存压力。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由温州民间借贷而引发

的局部金融风波，使已处于寒冬期的金属流通业更是雪上加霜。协会

针对这种状况，做到未雨绸缪，成立了经济金融维稳工作联络服务小

组，及时了解行业和会员企业的经营状况、沟通信息、引导服务，建

立和健全风险预警机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效地维护了正常的

市场秩序和行业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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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根据中共温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快温州地方金融创新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大企业服务力度促进经济

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精神，在市有关部门和建设银行温州市分行的

支持下，报经市经信委备案后，我们组建了协会互助基金。自 2011

年 12 月 2 日正式投入运营至今，共累计发放互助金近 1.98 亿元人民

币，共计 84 笔款项，为部分会员企业提供了应急转贷服务，缓解了

这些企业资金转贷困难，运作至今没有发生逾期或违约现象。在当前

银行“惜贷”的情况下，保持了我市金属行业总体上的平稳发展，没

有出现大的波动。就此，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做了专门批

示，指出“协会内部的资金互助是有效缓解民间资金不足问题的方式，

类似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信用合作。应认真总结，规范运作，予以

推广，成为我市金改亮点”。最近，在市、区两级政府和金融主管部

门的支持指导下，已挂牌转为行业协会应急转贷服务中心。 

与此同时，我们始终清醒认识到，当前出现的钢市量价齐跌，市

场疲软以及区域性经济金融风波，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对传统经营模式和流通体制的挑战，它预示着在经历洗牌

和重组的阵痛之后，将把整个行业带到一个新的起点。因此，必须坚

持以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和理性思维，沉着应对各种挑战，着眼于整

个行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形成资源集约和差异化区域性竞

争优势，在残酷的市场博弈中胜出。我们的“两个项目”建设，正是

几年前基于这样的前瞻性思维，按照协会工作“两个转变”的指导思

想，汇集行业中有识之士的智慧而做出的战略决策。 

三、加强行业文化建设，构筑和谐社会，助推行业进步 

一个有凝聚力的行业文化，不仅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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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是行业管理的核心和灵魂。近年来，我们以协会工作“两个转

变”的指导思想为切入点，制定了《温州市金属行业协会行业文化发

展纲要》，凝结和提炼了具有时代特征和行业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

并在具体实践中较好地发挥了行业文化的导向、凝聚、激励、协调、

约束和辐射等功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被评为温州市十大文化

建设先进社会组织。 

我们倡导行业文化建设，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基于行业的特征。金属流通企业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企业规模

小，资金流量大，家族色彩浓重。而传统的经营模式又致使不少小微

企业单纯从市场行情和价格的波动中搏利。因此，无论从主、客观上

都很难使他们主动去做企业文化。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在行业文化建

设的具体实践中，注重把打造影响力企业作为行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举

措，用有影响力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发展模式、用先进人物的优秀

事迹影响和感染其他会员企业和从业人员。并通过各种载体的传播，

使行业文化在各会员企业中得以覆盖、复制、延伸和发展。与此同时，

注重加强以行业自律、诚信经营为重点的信用制度建设，制订行规和

自律公约，规范企业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制止不正当竞争，促

进了行业健康发展，协会也被评为市级行业信用建设示范单位。 

二是着眼于形成行业进步的内生动力。当前，我们正处于经济、

社会、政府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挑战和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

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也纷沓而至。因此，通过行业文化

建设，构建相互包容、互助共赢的行业共同认知和价值体系，对于助

推行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我们在成立“两个公

司”、推进“两个项目”、组建新型金融组织的过程中，正是通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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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交流、沟通，在文化层面上形成共识和合力，从而促成了联姻

国企、抱团出击、转型升级的行业发展格局。 

三是致力于构建和谐协会。“协会的生命力在于活动”，这是行业

协会工作所得出的基本经验。2005 年以来，温州市金属行业协会以

及协会内部的各类组织和理事会成员自愿发起的各类活动，每年都达

十多次。近年来，协会因势利导，致力于构筑和谐社会，制订了《协

会文化管理制度》，成立了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围绕着协会提炼的行

业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结合协会内部各组织的特点，协助组织开展各

类具有主题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会员企业之

间的沟通和交流，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增强行业凝聚力，有效提升

了协会形象和行业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