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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近 60 年历史
的北京市阀门总厂（集
团）有限公司并没有像
很多“老厂”那样因不能
适用市场变化而倒下，
相反，在市场经济激烈
的竞争中，企业更焕发
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成
为行业的领跑者。是什
么成就了“北阀”今天的
辉煌业绩？日前，记者特
地走访了这家企业，试
图寻找其中答案。

钢铁十年：博弈中国话语权

入世10年，中国钢铁行业粗钢年
产量由1亿多吨上升到了6亿吨，占到
全球总产量的44.3%，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这仅仅是一张“看起来很
美”的成绩单。
“这是建立在入世后国外钢企未

能进入中国基础上的、在一定程度上
是国内钢企独自跳舞的结果。”对于这
张成绩单，冶金系统一位退休官员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做了这样
的评价。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尽管
中国入世已经十年，但外资钢企从
2005年至今，依然很难在中国进行控

股或者大额度参股中国钢企。甚至全
球领先的钢企如安赛乐米塔尔、浦项
制铁等外资巨头在中国的投资、参股
步伐也并不顺利，更不用说与中方上
演铁矿石“拉锯战”的国外矿商。

较早前，华东一家钢企高层人士
曾对记者表示，“中国钢铁行业由于自
身发展面临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业
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急需进行调
整，这时引进外资是盲目的。”

11月7日，工信部发布了《钢铁工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
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
“引进来”与“走出去”，加强国际化经
营，深化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扩大钢
铁工业对外开放程度，鼓励国外先进

知名钢铁企业参股和投资国内钢铁
企业与项目。
“中国钢企在国内市场几乎没有

机会和外资钢企短兵相接，这也导致
了中国钢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频
频遭遇麻烦。”上述冶金系统退休官员
说。

同质化竞争

在北京百子湾钢材市场，相同品
种的钢材有的多达数十种，且价格差
距不大。
“现在钢材不好卖，有时一天都

没有一单生意，产品基本相同，要是形
势不好，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做型材
生意的马经理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钢企应多生产有特色的
产品，这样才有竞争力。”

这种同质化竞争不仅导致了产
品互相压价，也导致了各个钢企的利
润增长点趋同。
以汽车板为例。在上世纪90年

代，国内汽车板生产厂家仅宝钢集团
一家。但时至今日，能生产汽车板的国
内钢厂至少有7家之多。而据记者了
解，国内产能在1000万吨以上的钢
企，很多都有上汽车板的打算。

有专家表示，同质化恶性竞争的
结果，除了两败俱伤外，还将阻碍企业
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的步伐。如果把精

力和财力都用于眼前的同质竞争上，
那么势必转移视线，忽略对原创性技
术和产品的投入与开发。

工信部原材料司副司长骆铁军
11月6日表示，钢企在进行产品结构升
级时，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像汽车板、取
向硅钢项目上投资，这样可以避免资
金的浪费和同质化竞争。大多数的企
业要把重点放在增加量大面广的产
品质量稳定性上，对于少部分的企业，
要开发高精尖的产品。

对于过去几年中国钢铁行业出
现的高端钢材价格低于附加值低的
钢材价格，《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明确提出：钢铁企业要将产品升级
放在首位，将提高量大面广的钢材产
品质量、档次和稳定性作为产品结构
调整的重中之重，全面提高钢铁产品
性能和实物质量，加快标准升级，有效
降低生产成本。

这被外界解读为工信部将着手
解决钢铁业同质化竞争的问题。

上述冶金系统退休官员称，如果
适度开放，允许外资钢企进入，对国内
钢企也将起到促进作用，使其投入更
多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和转型升级。

事实上，国内很多行业对外资开
放后都取得了快速发展。比如家电行
业，经过与外资企业数年的角逐，竞争
力明显提升。

西南证券一份报告指出，钢铁行
业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行业发展
趋势必将逐步由单纯规模扩大、产量
增长向提升技术、提升品质的深加工
转变。

国际话语权旁落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山东
钢铁集团（以下简称山钢集团）获悉，
今年1至9月份，山钢集团累计生产粗
钢1838万吨。而河北钢铁集团年产能
已经达到5000万吨。

据记者了解，截至去年，我国已
建冷连轧机组50多条、可逆式轧机
150多条，冷轧总产能已经超过了1亿
吨，而新投产的冷轧项目还在不断增
加中，冷轧板卷新增产能已经进入了
释放高峰期。

在建及已投产的生产线让中国
钢铁产能不断攀升。联合钢铁网分析
师告诉记者，今年中国的钢铁产能将
会突破7亿吨。

产量的增长并没有取得应有的
话语权。中国钢企的利润被国外矿山

严重挤压。
据了解，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销

售利润率只有3豫左右，远低于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6豫的水平。
“中国钢铁行业因进口铁矿石价

格上涨多支出外汇200亿美元，约增加
钢铁行业成本近1300亿元人民币。”骆
铁军说。

由于处在微利和亏损的边缘，多
家钢企不得不以检修为名停产。

据记者不完全调查，国内大中型
钢企中，仅10月份就已经有17家钢企
出现了停产检修的情况。
“虽然中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

但是在与国外矿山的博弈中，我们始
终处在被动地位，入世之初，中国钢企
进口的铁矿石每吨只有几十美元，现
在最高已经到了接近200美元，尽管现
在价格有些走低，仍然在130美元至
150美元之间。”一家钢企原料采购部
工作人员李利告诉记者。

李利说，从最早的长期协议矿定
价到季度定价，再到月度定价以及指
数化定价，每一次定价方式的改变，中
国钢企都只能被动地接受，中国钢铁
行业的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65豫，只
能听矿山的。

审计署驻宝钢集团审计组副组
长赵喜林指出，铁矿石定价不利局面，
主要是由于国内钢铁企业数量过多、
产能过剩，缺乏统一协调和调节。应当
进一步推动钢铁企业跨地区、跨所有
制的兼并重组压缩淘汰落后产能，减
少不合理的产能所导致的不合理矿
石消费需求；寻求建立价格同盟，统一
对外价格谈判；注重开发国内铁矿石
资源，减少进口依存度；同时，钢铁企
业要积极走出去，控股一些铁矿石资
源。

海外摩擦不断

无论是“走出去”投资资源性产
品，还是出口钢材，中国钢企的麻烦从
来没中断过。

以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中钢）和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铁矿领域的巨
大投资为例，两大公司投资的项目今
年以来都遭遇了困境。中钢旗下的澳
大利亚铁矿项目因港口问题暂时停
止开发，而中信泰富的铁矿项目因为
成本不断提高，竞争力明显下降。

三大矿山在中国钢企“走出去”
方面不断阻拦。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武钢）收购非洲焦煤项目的失
利，源于力拓半路杀出。

武钢总经理邓崎琳曾对记者表
示，武钢今后将重点开发已经投资的
海外项目。
“现在中国钢企海外投资的难度

越来越大，一方面中国钢企资金并不
充裕；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其中不断
阻拦。”有专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此外，除去外资企业的阻拦，鞍
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在美
国投资建厂的事情也遭到了美国议
员们的反对，虽然最后成功，但也一波
三折。

尽管困难重重，但鞍钢似乎特别
中意于在海外建厂。有消息人士告诉
记者，鞍钢正打算在印度与其他企业
合资建厂，新建钢厂年产量有望达到
200万至300万吨。

从目前来看，钢铁产品“走出去”
遭遇到的麻烦最大也最频繁。近年来，
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中国钢材“双反”
案件络绎不绝。

对于中国钢铁行业的制裁最初
是在2009年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初步
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
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
宣称，中国制造商和出口商在美销售
的油井管价格低于正常水平，因此决
定对37家中国公司征收36.53%的反倾
销税，另一些中国公司将被征收高达
99.14%的反倾销税。

2009年12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最终批准对中国产石油钢管
征收约10%到16%的关税，当天的表
决意味着美国商务部于11月24日公
布的对中国钢管征收 10.36%至
15.78%反补贴税的裁决获通过，该裁
决随即正式生效。而美国对华钢管征
税也是至今为止对华贸易最大的制
裁。

紧接着在2010年1月21日，美国
商务部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钻管发
起双反调查，相关申请方主张的倾销
税率高达 429.53%至 496.93%。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自入世以
来，中国钢铁企业（包括钢铁研究机
构）的专利申请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尤
其是从 2006年以后，钢铁行业专利
申请增长幅度较快，年均增幅在 30%
以上。

有专家认为，专利数量的增加，
对于中国钢企提升企业竞争力、保护
自身利益大有裨益，有助于破解国外
的技术壁垒。

从当年濒临倒闭到现在的行
业领跑者，从当年几千万元的销售
额，到 2010 年的年销售额突破 7
亿元，在未来两年，将突破 10 亿元
销售业绩。北京市阀门总厂（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阀”）
发展速度之快，引起业内的关注，
更让同行称奇。
“北阀”成立于 1952年，系原国

家机械工业部制造高中压阀门及
蒸汽疏水阀的重点骨干企业，曾经
创造过辉煌，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却一度迷失方向，走向没落，2003
年经过改制，企业重新焕发了青
春。现在，企业已跻身我国阀门行
业前 10强行列，其“京”字商标已经
成为行业“民族品牌”。

记者走进位于大兴区庞各庄
工业开发区的“北阀”，其现代化规
模厂房、宽敞的办公大楼和生产厂
区让人感受到一个所具有浓厚历
史文化气息的现代化企业。

对于“北阀”今天的成就，公司
总经理陈金普总结为：诚信经营，
创新发展。

诚信为本

“我认为，无论是央企还是民营
企业，做企业不能是不择手段的赚
钱，而应是遵循诚信经营的原则，将
企业打造为长生树，为社会多做贡
献。”陈金普说。
陈金普告诉记者，“北阀”未来

要靠两条腿走路：以质量求生存，信
誉求发展。

众所周知，从今年初开始，伴随
着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的上涨，各
类产品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面对如
此巨大的成本压力，许多企业想到了

“转嫁”，但北阀人却始终信守着诚信
经营，即便不赚钱盈利，也要让客户
感觉到北阀人的经商之道。

今年 8月 1日，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将“北阀”的采购价格主动提
高 13.5%。“买家”主动要求“卖家”提
价，这在商界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在“北阀”发生了。作为“北阀”的领路
人，陈金普无比自豪地说，是我们的
诚意感动了客户。“这是客户对北阀
品质的认可，也是对北阀这么多年来
诚信经营的真心回报。”

记者发现，“北阀”的厂区，随处
可见积极向上的宣传横幅。在厂区
一个车间外墙上，一条红色 10余米
条幅横跨车间大门，条幅上“诚信”
二字格外显眼。
在“北阀”的陈列室里，企业的

历史图片摆在陈列室显眼处，其中
一面墙上摆满了各种奖牌，见证着
几代北阀人的青春和血汗，彰显着
北阀人曾经的荣耀。
不过，陈金普认为，这些奖牌虽

然印证了“北阀”取得的成绩，但是
没有一枚奖牌能抵得上“北阀”的精
神，那便是这么多年来北阀人的诚
信经营理念。
良好的信誉得到了客户的信

任，为企业赢得了更大的市场。
“北阀”已经成为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中国石化集团、中国海洋石
油集团、国家电力公司、中国化工集
团等中央企业的一级物资供应商。
“北阀”已经连续 5年获得中国

机械 500强荣誉称号，成为全国阀门
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和全国阀门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国家质
检总局阀门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重合
同守信用单位和诚信企业；2009年，
获得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称号；2010
年，获得北京市著名商标。

近年来，“北阀”的销售收入呈
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07年是 2亿
元；2008年达到 3亿元；2009年是 4
亿元，2010年销售收入达到 7亿元。
“未来两年，公司的销售额将突

破 10亿元”。陈金普自信地说，“北阀”
的“京”字牌产品行销世界各地，广泛
应用于石油、天然气、化工、电力、冶

金、国防科技、矿山、船舶、食品、医药、
供水、暖通、城建等重要领域。

创新铸魂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陈金普
如是说。

作为一个技术型企业，“北阀”
始终把创新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主要战略。企业依托高素质的
人才和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以及传
统知名企业丰富的管理经验等优
势，不断推陈出新，创新发展。
陈金普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司

聘请了国内著名的阀门专家作为技
术顾问，吸收并研究国外的先进技
术，开发出替代进口的阀门产品，实
现了从研发、制造、验证一条龙的生
产模式。
“北阀”研究所自主研发的

S41H -160I 浮球式蒸汽疏水阀及
S49H-160I热动力型圆盘式蒸汽疏
水阀填补了国内蒸汽疏水阀领域的
空白；通过引进技术再创新开发的
热静力型双金属片式蒸汽疏水阀
BK15、BK27、BK28型实现了完全的
国产化，有效地解决了对过去在此
类蒸汽疏水阀上对进口的依赖，并
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公司自主研发成功的哈斯特洛
依-B 镍基合金球阀在炼化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

公司受阀门国家标准委员会委
托，成为相关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制定者，为行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提
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陈金普表示，正是这种独有的
生产模式和优越的竞争优势，确立
了“北阀”在阀门行业的龙头地位。
如果说技术创新是企业保持市

场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手段，那么，创
新发展的企业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
科学管理体系是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的基础。

实际上，经过改制之后的“北
阀”，成就更是璀璨。

2002 年，实施产权改革，北京
阀门厂更名为北京市阀门总厂有限

责任公司。根据北京市政府的统一
规划，搬迁至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
工业开发区。

2006年成立“北京市阀门总厂集
团有限公司”，改制取得实质性进展。

改制为企业注入了新的机制，
改变了国有体制的弊端，改制后的
“北阀”重新焕发了青春，“北阀”走
上第二次创业的历史进程。

2008年初，北京市阀门总厂有
限责任公司正式更名为北京市阀门
总厂（集团）有限公司，由北京市金
万利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万星丰
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博宇在线自控
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宏达利业贸易
有限公司、天津耐莱斯阀门有限公
司共同组成。

60年的“北阀”虽历经风雨，但
恪守诚信，创新发展的企业文化使
企业保持了旺盛发展态势。

质量立市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阀门虽然小，但是在水、天然气

以及石油化工等方面的运输中，作
用相当大。在生产过程中，“北阀”十

分注重产品质量。
为保证产品质量，“北阀”每周

一、三、五都会召开生产例会，而且
每次的生产例会都堪比集团股东
会，集团各个部门部长必须参加，总
结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北阀”在同行业中率先通过

ISO9001、ISO14001、T28001 等管理
体系认证，美国石油学会 API 6D认
证、API607 防火认证、欧盟 CE 认
证、挪威船级社 DNV 认证、国家特
种设备制造许可证（TS）认证等。

与此同时，“北阀”在售后方面
更是排在同行的前面，“北阀”承诺，
如若公司因阀门质量或延误交货期
而造成损失，可按合同规定承担相
应的经济损失。

陈金普告诉记者，过去几年，由
于非人为因素造成影响企业工期事
件经常发生，但是“北阀”宁可自身
受到损失，也不会影响客户工期。
“2008 年，南方大雪，公路运输

影响到了公司原材料的采购。为了
保证客户工期，北阀不惜成本，向
南方空运了一批原料。”陈金普表
示：“虽然我们额外支出了一些费
用，但我们确保了客户的工期，赢

得了客户的信赖与称赞，这是金子
也换不来的！”

公司更注重长远的品牌建设，旨
在提升企业竞争力。陈金普告诉记
者，“自 2003年改制以来，我们就建
立了科学的品牌管理体系。在产品上
狠抓产品质量关，严格按照 ISO9001
管理体系的要求去控制整个生产过
程，确保产品质量万无一失。”

严格的质量管理，树立了品牌
形象，提升了品牌价值。2010年 6
月，公司“京”字牌阀门荣获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2009年度
著名商标”称号。
“也正是因为北京阀门集团对

产品质量的重视，集团从 2003年体
制改革开始，一路拼搏，从当年几千
万元的销售额，到 2010年取得年销
售额突破 7亿元业绩。”陈金普说。

对于“北阀”的未来发展，陈金
普告诉记者，“在‘十二五’能源规划
中，我国将开发一批重点能源基地
建设和跨区域能源输送通道，这些
都给阀门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为此，北阀开发了低碳、节能的
阀门产品，提供了发展机遇。”
“北阀”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刘凌林

“北阀”：整合优势 引领产业

本报记者 张龙

虽然产量增长但中
国并没有取得应有
的话语权。中国钢
企的利润被国外矿
山严重挤压。
图形 为 2010 年 8
月—2011年 8月钢
铁工业增加值变化
趋势。
王利博制图

2010年 8月—2011年 8月钢材各月进口量及环比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