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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本报记者 张龙

从卖钢材转向卖铁矿石，河南一
家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李经理依然未看
到转机。一个多月没有生意的现实令
他愁眉不展：“钢材根本卖不动，所以
才转到矿石销售上。不料目前国内铁
矿石价格已经倒挂，卖 1 吨要倒贴
100多元，现实逼得人开始考虑退出
钢铁行业了。”

据李经理介绍，已经有 10多个同
行彻底退出了钢铁行业。
“贸易商是连接钢企和市场的枢

纽，是钢铁业中最为敏感的群体，他们
的退出预示着钢铁业整个产业链陷入
了困境。”9月 4日，山东一家大型钢
企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罗
冰生在第五届中国钢铁原燃料市场高
峰论坛上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今
年 1至 7月份钢铁行业运行的突出特
点是高成本、低效益，同期全行业产品
销售利润率只有 3.08%，低于工业行
业平均盈利水平，而中国为买进口铁
矿石已经多花了 1371亿元；此外，值
得注意的是，钢材市场明显供大于求，
1至 7月全国粗钢产量为 4.1亿吨，而
粗钢表观消费量仅为 3.8亿吨左右。
现象：钢企利润下滑

9月 2日，北方一家大型国有钢
企内部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公司钢铁主业亏损额已经达到 2亿元
左右，而公司财报上显示的盈利则完
全依靠非钢产业的利润。

宝钢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也表
示，今年下半年利润极有可能在 10亿
元以下。

宝钢股份明确表示：下半年钢铁
生产企业仍然面临较大的盈利下滑压
力。该公司 8月 30日晚间公布的上半
年报显示，虽然上半年其实现营业收
入 1100多亿元，但净利润仅为 50.79
亿元，同比下降 36.91%。
另两大钢铁央企武钢股份和鞍钢

股份与宝钢类似。中报显示，武钢股份
上半年净利润仅为 12.26亿元，同比
增长 14.73%。鞍钢半年业绩报告显
示，其上半年净利润仅有 2.2亿元，不
及去年同期的 1/10。二者都将原因归
结为“原材料上涨幅度太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三大铁矿石
供应商的半年业绩形成了鲜明反差：
仅必和必拓一家的盈利（131亿美元，
约合 828亿元）就是宝钢、武钢和鞍钢
利润之和（65.25亿元）的 12倍之多。
罗冰生表示，今年 1至 7月份，进

口铁矿石平均到岸价已经刷新为每吨
162.76美元，涨幅为 37.79%。此外，由
于原燃料实际采购成本同比大幅上
升，1至 7月累计 77户企业实际产品
销售总成本为 19455.77亿元，同比增

长 25.45%。
“为降低成本，公司很多活动都取

消了，一些出差也不被批准。”上述北
方大型国有钢企内部人士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
成本上涨，市场销售同样出了问

题。
涟源钢铁市场部首席分析师蒋分

清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涟源钢铁
相比大型钢企形势稍好一点，但也受
到了冲击，以往钢材月均销售量在 60
多万吨，现在只有 50多万吨。

板材销售情况的不理想是大中型
钢企利润下滑的另一大原因。
“板材是大中型钢企的主要产品，

现在根本卖不动。”李经理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国内今年 1至 7月生产长材 23271.2
万吨，同比增长 15.24%；而板材生产
仅为 19619.2万吨，同比增长 9.92%，
长材好于板材。
“宝钢有 70%的利润都来源于汽

车板，但是今年汽车板明显不好卖，利

润下滑的很大。”上述宝钢不愿具名人
士表示。
“据现在还在做钢材贸易的同行

讲，现在钢企已经不再给贸易商压货
了，因为很多钢企越生产越亏损，已有
停产迹象。而且，中小钢企也有一部分
在停产，整个行业弥漫着悲伤的气
氛。”李经理说。

由于效益不佳，缺钱是现在钢企
的主流声音。

山钢集团 8月 23日公开表示：今
年一季度，公司采购铁矿石、煤炭(含
焦炭)的金额分别为 87.52亿元、40.94
亿元，在对外采购中大约已形成 15亿
元左右的资金缺口。

根源：产能调控不力

湛江港、防城港等多个大型钢铁
建设项目一直不被批准，并不能阻止
中国钢铁产量的不断增长。

罗冰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1
至 7月份，在国内粗钢产量增长方面，
大中型钢企同比增长 6.8%，而地方中
小钢企粗钢产量却同比增长 32.6%，
比大中型钢企增幅高 25.8%。

李经理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地方
新建产能、新建钢厂数量增多所致，新
建产能投产以后肯定要生产，不可能
因为形势不好就停在那里不用。

钢铁研究机构中联钢较早前曾预
计，2011年国内计划投产的高炉仍较
多，总数达到 41座，这些高炉设计总
产能为 6129万吨。而 2010年中国新
投产高炉为 33 座，设计总产能为
5373万吨。

去年中国继续蝉联全球钢铁生产
第一大国。中钢协数据显示，去年底国
内全行业炼钢产能已达约 7.68亿吨，
总体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陕西一位钢铁业人士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热
潮，很多钢企都在西部开始布局生产，
这也是钢铁产量升高的原因。

有关数据显示，西北地区的钢材
需求量占全国需求量的 4.2豫，而钢材
资源量占全国资源量的 3.2豫，其差值
为 1个百分点，属于钢材资源量小于
需求量地区。
“除了鞍钢、武钢、邯钢、太钢、济

钢、重钢等大中型钢企在西部进行投
资之外，就连唐山的一些中小钢企都
来到了西部地区，以逃避企业原驻地
的产能调控。”上述陕西一位钢铁业人
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最近，一份淘汰落后产能企业的
名单再度显示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动淘
汰落后产能政策的决心，工业和信息
化部表示，有关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列入公告名单的企业落后产能在
2011年底被彻底淘汰。其中炼铁 3122
万吨，涉及 96家企业；炼钢 2794万
吨，涉及 58家企业。
“根本不可能完成，各地方很难真

正去落实这个政策。”李经理说。“最近
10年来，每一次调控都是走过场，钢铁
产能这些年不断升高足以说明问题。”

记者从唐山知情人士处获悉，以
淘汰落后为名，很多小钢厂在去年之
前就完成了“升级”，那时银行放贷政
策没有现在严，“升级”难度小。现在一
些小钢厂的高炉容积已经超过了 450
立方米，远高于国家调控标准。

近 10年来，中国粗钢产量从 1亿
吨跃升至 6亿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至 7月全国粗钢产量为 4.1亿吨，同
比增长 15.5%。据此测算，全年粗钢产
量将达到或接近 7亿吨，比上年增长
12%，远远超过年初中钢协预期的 6.6
亿吨。

钢铁业全面陷入困境
原材料大涨，贸易商退出，控产能失效

钢铁业内分析人士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一段时
间内，铁矿石价格将持续走高。

铁矿石供应及价格变动对钢厂产
销影响明显。据业内人士分析，若矿价
长期维持高位，将会压制钢铁企业的
利润空间，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

下半年情况依然严峻。业内普遍
认为，短期内难以攻破三大矿石巨头
的垄断地位。华泰联合钢铁月报显示，
7月份我国进口铁矿石 5455万吨，单
价约为 173.2美元/吨，较 4月份 159.2
美元/吨上涨 8.8%，钢厂 8月份的生产
成本高企。

当前我国钢铁产品订单，主要来
自于国内工业化、城镇化的建设。建筑
建设用钢是最大的需求钢种，如螺纹、
高线、型钢、钢结构等，占钢材总需求
的 52%，是我国钢铁消费增长的主要
驱动因素。

“事实上，大量的板材品种包括部
分高端板材在目前显得供应过剩起
来，这些板材品种也恰是大型钢铁企
业的主流生产品种。”兰格钢铁信息研
究中心研究员张琳告诉记者。

同时，从钢铁下游行业来看，今年
以来汽车、机械、船舶订单增速同比下
滑较为明显，对板材冲击较大，家电需
求相对平稳；而房地产商品房开工较
差，但受中西部基建、保障房拉动相对
比较明显，对建筑用钢消费尚有一定
支撑。

汽车、机械、家电等表现疲惫，大
钢厂业绩肯定会受影响。即使有“战略
合作”关系，但是在整个制造业表现疲
惫的时候，战略合作关系户也会减少
订单。

中汽协数据显示，1—7月，汽车产
销量分别完成 1046.24万辆和 1060.1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33%和 3.22%，比
上半年增幅分别下降 0.15和 0.13个百
分点。国家统计局与中汽协共同发布

的中国汽车行业景气指数报告显示，
二季度汽车行业景气指数为 101.1点，
与上季度相比下降 0.5点，连续四个季
度下滑。而剔除随机因素后，汽车行业
景气指数降幅扩大至 1.3点。

来自华泰联合数据，三大钢厂 9
月冷轧产品均上调 120元/吨，调整后
宝钢、武钢、鞍钢的普冷不含税基价分
别为 5366、4810、4690元/吨，市场上冷
板月均价约为 5482元/吨，月环比上涨
52元/吨，环比涨幅 0.96%。
“涨价也是不得已。”河北一家中

型钢厂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说。据了解，市场上线材月均价约为
5086元/吨，月环比上涨 159元/吨，环
比涨幅 3.2%。

成本提高固然影响钢厂的利润，但
更重要的是发挥先动优势，每个钢厂根
据自身条件都应该创新出自己独特的
东西，来扩大销售领域，增加销售订单，
吸引稳定客户，而不是打价格战。

张琳认为，企业首先应提高软

实力，满足终端用户对产品品种、质
量、交货时间、技术服务等方面提出
苛刻要求。其次，应向下延伸产业
链，在钢铁物流加工领域做文章。
“根据自己的特点，找到自己的生存
空间和发展方式，或是以低成本、或
以特色产品、或以高精端技术、或以
特殊服务等战胜竞争者，把握市
场。”张琳告诉记者。

另外，钢铁企业在制定每期的排
产和销售计划时，应统筹规划，实施市
场细分及差异化策略，力争在高附加
值产品市场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
势。要有清晰的取舍，一定要有自己独
特性的东西，发展成为某一细分市场
中的最佳企业。

同时，随着信息化飞跃和社会消
费结构的变化，终端用户会对产品品
种、质量、交货时间、技术服务等方面
提出更高要求，钢铁企业应该积极提
高各项软实力，应对用户“苛刻要求”
的挑战。

形势倒逼钢企提高软实力
见习记者 李金玲

（上接第一版）

两国文化相关、经济互补、投资积极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在投
资吉林的63 个国家和地区中，韩国投资企业数量排在第一
位，截至今年 8 月份，投资企业 828 家，投资总额累计达到
9.04亿美元，成为吉林省利用外资的主要国家。韩国全国经
济人联合会会长许昌秀表示，吉林省与韩国不仅地域相近，
而且在历史和文化方面关系密切。来到吉林感觉像自己家
一样。近年来，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态势很好，将韩国企业投
资重点从东部向东北部转移或许将形成一个趋势。双方应
继续保持并充分推动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实现互利
双赢。

两国企业的相互投资不仅促进了产业发展，还促进了产
业升级。三星电子副会长李润雨介绍：三星在中国有 10个生
产基地，目前仍在寻找更好的合作模式。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
究院院长蔡旭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区域发展是韩国企业的机
会，另一方面，韩国企业也面临中国企业的竞争。希望两国企
业能双赢互补。外换银行（中国）行长郑尚铉认为，韩国银行希
望共同参与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建议当地政府部门能够
给予简化审批程序等政策优惠。

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共识

会上，共同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
为共识。中国企联执行副会长兼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执
行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原总裁王基铭认为，节
约资源，优化环境成为很多企业经营与投资的重点。中韩
双方在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经济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
间。中国企业联合会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CBCSD）与韩
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KBCSD）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合
作正在进行并将进一步深化，如中国石化与韩国 SK 能源
的武汉乙烯项目，与 GS 加德士的青岛丽东化工项目，韩国
浦项钢铁公司中国合资企业等，中国远洋、国家电网等中
国企业也与韩国就航运运输、智能电网等开展了系列研究
的合作。

韩国 GS 集团专务许榕秀介绍了销售额达 530 亿美元
的韩国 GS 国际株式会社在垃圾焚烧发电、回收电池、废旧
物处理、能源利用等绿色产业方面发展迅速。中国建筑材料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许金华介绍了中国建材创新发展理念推
进建材产业绿色发展的经验。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总经
理李宝林认为：双方应以更加长远的眼光进行合作，尤其是
高新技术合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民提出发
展绿色经济需要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浦项、SK集团与吉林省揭牌、签约合作项目
揭牌仪式上，王忠禹、孙政才、浦项集团代表理事社长崔

钟泰、通钢集团董事长巩爱平为“浦项-通钢（吉林）钢材加工
中心合资项目”揭牌，王儒林、浦项集团中国区总裁郑吉洙、珲
春市委书记王景友、浦项集团专务尹东俊为“珲春国际物流基
地项目”揭牌；签约仪式上签署了《吉林省人民政府与韩国 SK
集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珲春市人民政府与 SK实业韩国工
业园区项目投资协议》。

崔钟泰说，浦项集团经营领域涉及钢铁、建筑、能源、物流
等方面。目前，公司正在吉林省建设珲春国际物流园区，占地
面积达 140万平方米，建成后将对长吉图乃至东北亚经济圈
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东北亚是世界第三大经济轴，人口是欧盟 4倍，仅中韩两
国的经济总量就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12%，并且发展前途远大。
崔钟泰说，期待双方的物流合作能够为这方面做出贡献。

第七届中韩高层财经界
对话会在长春召开

背景

王忠禹出席第七届东博会开幕式
怨月 远日上午，第七届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

在长春市开幕。中国企联会长王忠禹出席开幕式，吉林省委书
记孙政才致辞，省长王儒林主持开幕式。中国领导人、多国政
要和相关方面领导人以及 员园员家世界 缘园园强企业代表出席。

王忠禹在 2011（吉林）
中日经济合作会议上致辞

9 月 8 日上午，2011（吉林）中日经济合作会议在长春
召开。中国企联会长王忠禹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吉林省省长王儒林、日中东北开发协会会长三村明夫、
日本驻华大使丹宇羽一郎等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以“灾
后重建与中日经济合作”为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中韩高层财经界对话会
“中韩高层财经界对话会”是中国企业联合会与韩国全

国经济人联合会合作主办的双边会议，自 2004 年起每年轮
流在中韩两国召开，主要就中韩产业、经贸、技术、人才、环
保、社会责任及劳动关系等开展高层对话交流，旨在促进中
韩两国大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每次会议均由双方会长率企
业家代表团出席。

相关

贸易商是连

接钢企和市场的

枢纽，是钢铁业

中最为敏感的群

体，他们的退出

预示着钢铁业整

个产业链陷入了

困境。

中钢协数
据显示，去
年底国内
全行业炼
钢产能已
达 约 7.68
亿吨，总体
产能过剩
矛盾突出。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