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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域外

推进钢企联合重组
应以市场为主

对于钢企之间的联合重组，应打
破地区限制，统一规划，在全国范围
内推进。

“要是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也达
到汽车产业的集中度水平，我们由
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转变就指日
可待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名誉会
长吴溪淳期盼地说。

的确，我国排名前 员园位的汽车
企业汽车销量占销售总量的 愿苑豫，
而排名前 员园 位的钢厂粗钢产量仅
占全国总产量的 源猿援缘豫。与国际同行
相比，我们的差距也非常明显：美国
前 源 家钢厂的产量占全国的 远员豫，
日本前 源 家钢厂的产量占全国的
苑缘豫，而我国前 缘家钢厂的产量仅占
全国的 圆怨援园远豫。

产业集中度低是我国钢铁行业
的老大难问题。由于产业集中度过
低，大量不符合环保和技术要求的
小钢厂四处丛生，既给环境造成了
巨大威胁，又扰乱了钢材市场秩序，
还使我国钢铁企业在进行铁矿石谈
判时难以做到齐心协力、一致对外。

如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产业格
局？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说，关
键还是要推进钢铁企业之间的联合
重组。
罗冰生表示，虽然近年来我国钢

铁企业联合重组取得一定成绩，比
如宝钢重组宁波钢铁，首钢重组长
治钢铁和贵阳特钢，河北钢铁、山东
钢铁也进行了整合，但总体步伐不
大，与我们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

为什么联合重组难以推进呢？
罗冰生认为，从根本上说是体制问
题。“现在我们的钢厂出资人层级很
多，有中央管的，有省管的，有地县
管的，甚至有乡镇管的———像年产
猿园园 多万吨钢的华西钢铁就是华西
村管的。因为出资人层级差别很大，
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重组就
很难推进。”罗冰生说。
罗冰生认为，当前要推进钢企之

间的联合重组，应以市场为主，充分
发挥市场优化资源的基础作用。
“现在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

的影响，市场这只手并没有充分发
挥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够充分。
今后政府要大力创造更好的竞争环
境，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钢企之间
的联合重组。”吴溪淳说。

罗冰生认为，对于钢企之间的
联合重组，应打破地区限制，统一规
划，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现在有些地
方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

只愿意在本地区内推进钢企的重
组。这种本地区内的重组有局限性，
未必能很好地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
作用。
“要充分发挥宝钢、武钢、鞍钢、

首钢、沙钢、河北钢铁集团、山东钢
铁集团等特大型企业集团的综合优
势，让这些大企业在联合重组中发
挥主导作用。”罗冰生认为，在充分
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国家也要给
予政策支持，比如在税收、人员安
置、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等方面，应
由政府出面协调。

钢铁行业节能
对我国的启示与对策

近十几年来，钢铁工业在粗钢产
量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吨钢能源逐
年下降，钢铁行业在节能减排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我
国钢铁行业能耗、环保与国外先进
水平的差距依然较大。因此，采取有
效措施，进一步实现钢铁行业节能
减排迫在眉睫。

近十几年来，钢铁工业在粗钢
产量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吨钢能源
逐年下降，钢铁大中型企业吨钢综
合能耗从 1990 年的 1.611 吨标煤/
吨钢，降到 2005 年的 0.741 吨标煤/
吨钢，年平均降低 5.04%。大中型钢
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从 1990 年的
0.997吨标煤/吨钢，降到 2005 年的
0.714 吨标煤/吨钢，年平均降低
2.2%。钢铁行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我国
钢铁行业能耗、环保与国外先进水
平的差距依然较大。高炉—转炉流
程的能耗是电炉流程的 2 倍以上，
二氧化碳排放是电炉流程的 3.8 倍，
而我国的电炉钢比例增长缓慢。另
外，我国废钢资源紧缺，电炉钢生产
中大多使用 30%—40%的高炉铁水，
造成了电炉流程的能耗与国外比偏
高。钢铁行业的能耗占到全国能源
消费比例的 14.96%，节能减排压力
仍然巨大。因此，采取有效措施，进
一步实现钢铁行业节能减排迫在眉
睫。

结构调整与淘汰落后工艺技术
装备是当务之急

钢铁行业能耗之“痛”源于结构
之“痛”，能源消耗量的降低涉及钢
铁制造流程的各个环节，要从钢铁
企业及整个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
后工艺技术装备、提高生产效率和
管理水平等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从行业结构来看，行业集
中度低，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之
间单吨能耗差距大，严格贯彻环保

法、技术质量监督以及行业市场准
入的规定，整顿、淘汰不合格的小钢
铁厂，小铁合金厂、小耐火材料厂，
一律不准新建这类落后的小企业，
合理配置资源，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提高行业集中度。

其次，从钢铁企业产品结构看，
2006 年，在我国 4.23 亿的粗钢产量
中，氧气顶吹转炉钢的比例高达
87%，而造价、能耗和成本低的电炉
钢仅占 13%的比例，是世界十大产
钢国中电炉钢比例最低的国家。因
此，规范废钢回收的管理，测算我国
废钢资源量，建立废钢回收的平台，
适当提高电炉钢的比例，是有效节
能的途径之一。

最后，在《钢铁产业政策》规定
的应淘汰类工艺技术装备中，如扣
除原料条件、生产品种等因素影响，
按<300 立方米高炉的工序能耗高
80 千克标煤/吨，<20 吨转炉的工序
能耗高 20千克标煤/吨保守估算，全
部淘汰后可降低吨钢能耗约 30 千
克标煤，每年节约能源约 1000 万吨
标准煤。

倡导自有知识产权的节能技术
开发和运用

钢铁行业发展的历程表明，单
纯引进将导致自有技术缺失。“因为
缺乏先进的自有技术，国内的钢铁
企业最初是伸着脖子到国外觅食，
吃进嘴里才发现，原来很多‘洋食
品’竟然难以消化”。要真正使我国
从“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
自有知识的开发和运用是不可或缺
的。2006年 10月 21日，在中国钢研
科技集团公司的牵头下，宝钢、鞍
钢、武钢、首钢、唐钢、济钢 6 家大型
钢铁集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
学、上海大学 3 家大学召开了钢铁
战略联盟筹备会。随着钢铁可循环
流程技术战略联盟正式成立，各方
约定，对于以财政经费为主开发的
低污染、高效化生产、节能、降耗等
共性技术，将无偿向联盟内成员单
位辐射和推广；而联盟成员共同开
发的技术向联盟外辐射和推广时，
将采取有偿转移的方式，所形成的
利润归联盟所有，用以促进联盟持
续创新开发的良性循环。

这是一个新型的产学研合作体
制和运行机制，该模式的运营成功
将为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和后续的
科研工作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打造我国钢铁行业共同体

建立企业文化模式，要把本国的
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理性制度”结合
起来，充分利用我们深厚的历史积

淀和文化传统，在“资本逻辑”上构
筑“道德逻辑”。以博大的胸怀学习
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使之植根于
我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塑造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

利用集体主义培养职工的团队
精神，塑造职工-企业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借鉴新日铁的“团队精
神”、印度塔塔公司的高福利等做
法，视职工为集体的一员而不是累
赘，弱化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更多地
为职工着想。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
依靠职工办企业”，将职工个人进步
与企业愿景紧密结合起来，塑造职
工企业命运共同体。

高度重视联合重组过程中不同
企业文化的良好融合

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又处于一个
推进联合重组的有利时期，一方面
政府应做好因势利导工作，为企业
联合重组提供政策支持和激励措
施；另一方面，企业一定要更加重视
文化的渗透和融合，在摸清双方企
业文化的基础上，建立有利于企业
文化融合的长效机制。要学习世界
钢铁企业联合重组的成功经验，建
立顺畅的企业文化沟通渠道，选择
适当的企业文化融合方式，平等对
待，求同存异，选准方向，充分沟通，
将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质整合为一个
有机整体。

提高产业链整合能力
在产业链条的整合方面，我国钢

铁企业要学习浦项对国际资源的控
制。不仅仅向原材料这一头延伸，还
可以向钢材延展加工延伸，也可以
进军物流，打开第三利润源。结合我
国国情，钢企与大型矿业公司联合
走出国门去获取资源应该是比较可
行的办法。一是有利于优势互补，共
同开发；二是有利于分工合作，降低
风险；三是在提高我国钢铁行业抗
风险能力的同时，增强在国际铁矿
石谈判中的话语权。

提高研发创新能力
这方面我们应该向新日铁学习

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向浦
项学习高度重视人才使用和培养、
高度重视研发市场导向。此外，安
赛乐 -米塔尔成为世界钢铁巨无
霸，得益于欧洲国家经济发展，得
益于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良
好的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得益于欧
洲企业的科学管理方式与发展战
略，更得益于他们在原有基础上的
整合、提高和创新。对于我们来讲，
这些都是有待研究并必将大有裨益
的。
（文章来源：新华社、岁月联盟、

湖北信息资源网）

推进钢铁企业重组
打造行业共同体

在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正在向纵深发展的严峻形势下，
我国钢铁企业在更加重视硬件建设的同时，也要传承并发扬
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成功
经验，分析其之所以支撑企业做大做强、不断发展的深层原
因，从中发现规律和亮点，来指导我国钢铁企业文化建设，达
到文化制胜之目的。

以新日铁为代表的日本钢铁企业文化

（1）高度重视管理。新日铁强调“精”、“细”，强调规范化，
讲求高质量、高要求，认为现代管理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
段，管理出效率、管理出效益、管理出人才，力图通过以“团队
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把员工的力量统一起来。
（2）高度重视创新。新日铁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

的优秀经验。在学习和借鉴中，他们不是简单模仿和照搬，而
是经过消化、吸收后为我所用，形成了特别善于创新和特别注
重创新的精神。
（3）提倡勤俭精神。日本企业文化吸收禅宗的“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把职业中的劳动提高到一种神圣义务的程度，主
张“最低限度的个人消费及严格履行日常工作义务”。

以浦项为代表的韩国钢铁企业文化

（1）“浦项精神”是浦项的核心竞争力。“浦项精神”强调国
家利益和社会责任，力求实业兴国。浦项制铁把战略着眼点瞄
准钢铁行业前沿、瞄准世界一流水平，坚持高(起点高)、大(产
量规模大)、少(能源消耗少)、低(产品成本低)的建厂指导思想，
坚持设备大型化、运行自动化、工艺连续化的方针，起步伊始
便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2）产业链整合能力是浦项企业文化的集中展现。浦项沿

着产业链扩大业务范围，将其触角延伸到采矿、物流等产业，
达到降低成本、化解风险、增加利润的目的。其具体做法：一是
积极在国外寻求合作、投资办矿；二是建立物流系统，降低物
流成本。良好地满足了其“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3)开拓创新能力是浦项企业文化的时代特色。一是舍得
投入。浦项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2%。二是注重硬件建设
和人才培养，成立了技术研究院、浦项理工大学、浦项产业科
学研究院，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开发体系。三是市场导向
型的研发体系。

以安赛乐-米塔尔为代表的欧洲钢铁企业文化
(1)兼并重组过程中不同企业文化的良好融合。米塔尔深刻

认识到，企业文化与价值观对并购造成的风险远远大于并购企
业过程中的项目风险、品牌与渠道风险及人员管理与使用风
险，正是前者的有效处理，使后者可能出现的危机迎刃而解。

(2)成本控制力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米塔尔收购的目
标企业都是拥有原材料资源和有采购能力的企业。米塔尔认
为，并购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产钢。没有利润，宁可放弃规
模。米塔尔还十分注重资源整合，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收购企业
现有的设备并通过严格控制使那些成本较高的企业转变成成
本较低的企业。

(3)严格的理性管理。米塔尔的组织机构设置严密、管理集
中、讲求实效、富于理性，并随企业规模、市场情况、生产技术
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人员配备方面，注重人员能力、技能
水平、工作经验等方面的选拔，要求管理人员技术过关、能力
过硬、有较强的管理水平。

以美国钢铁公司为代表的美国钢铁企业文化

(1)尊重个人，重视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美国人崇尚个人
奋斗，重视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融入企业管理，形成
了美国企业包括美国钢铁企业重视员工个人能力和成就的价
值认同，并把它作为企业的基本管理哲学。

(2)提倡竞争，推崇自主创新。美国钢铁公司十分重视为员
工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氛围。他们认为，竞争才能出效
益，竞争才能出成果，竞争才能出人才。在竞争中营造创新环
境和氛围，不仅认为创新是企业成败的关键，也推崇“允许失
败，但不允许不创新”的理念。

(3)注重实用主义，具有强烈的求实精神。主要表现在从事
任何工作都讲实际和意义，如讲究企业上下级之间关系的实
在、独立、直接和明确，讲究一切工作看实际，注重职工的表现
和个人对企业贡献及绩效的大小，而不把职工的资历、学历、
地位、职务等作为衡量人才的砝码。

韩国钢铁工业起步较晚，但其在建设之初，就对节能环
保问题相当重视。由于韩国是以计划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因
此其节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政府的计划干预。韩国政
府对钢铁行业的节能政策和措施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合理规划实现节能

为了发展钢铁工业，韩国于 1970 年颁布了《钢铁工业
育成法》，规定了扶持钢铁工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在《钢铁工
业育成法》中考虑到韩国缺乏高炉用的炼焦煤和铁矿石这
一实际情况，为确保高炉厂的规模效益，规定只允许浦项一
家企业建高炉，其他则发展电炉钢。电炉所需废钢除一半是
进口外，其余则在政府积极组织下回收，大力开展全民回收
废钢的运动。因此在执行钢铁育成法期间，韩国的钢铁工业
得到迅速发展，浦项钢铁公司形成 2600万吨年产能力。
大力投资环保节能设备实现节能

韩国政府对钢铁企业的节能环保问题相当重视，韩国
的能源高度依赖进口，能源供给安全对韩国来说至关重要。
两次石油危机对韩国经济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1978
年，韩国政府成立能源与资源部，负责制定能源政策及能源
资源相关计划。1980年韩国成立了能源管理公团，执行国
家节能计划，提高社会能源利用效率。韩国还制定了“五年
经济能源节约计划”，将钢铁行业等 194个高耗能行业作为
节能重点，并规定了每年 11 月为节能月，号召全民节能。
重视节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实现节能

韩国规定对于直接关系国家利益的项目，全部由政府资
助，并由公立研究机构承担，对于具有商业价值的项目，由企业
提供部分资金，合作进行研究，私营企业研究机构承担或参与
核心技术开发、基础技术开发、产业技术开发、替代能源开发的
国家研究开发项目任务的，政府给予研究开发经费 50%的补
贴，对于个人或小企业从事新技术商业化的，政府提供总经费
80%—90%的资助。

（文章来源：岁月联盟）

韩国钢铁行业节能政策

国外钢铁巨头的企业文化

产业集中度

低是我国钢铁行

业的老大难问题。

由于产业集中度

过低，大量不符合

环保和技术要求

的小钢厂四处丛

生，既给环境造成

了巨大威胁，又扰

乱了钢材市场秩

序，还使我国钢铁

企业在进行铁矿

石谈判时难以做

到齐心协力、一致

对外。

海外新兴市场钢铁将会保持较
快增长，冶金工程承包业务有望受
益。虽然全球钢市低迷，欧美和日本
粗钢产量增速回落，但是海外新兴市
场 (不包括中国、欧洲、北美、独联体
和日本 )的粗钢产量继续保持较高增
速。

未来全球钢铁的增长将主要来
自南亚、东南亚和南美洲。因此印度

和巴西钢铁增长将决定全球未来的
钢铁增速。印度和巴西均有丰富的铁
矿石资源具备发展钢铁工业的原料
基础。印度人口和中国相当，粗钢产
量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随着印度经
济的发展，印度对钢材需求将会快速
增长。印度规划到 2020年，粗钢产量
达到 2亿吨，年均增长 1400万吨。

巴西人口接近 2亿，未来对钢材

有较大的需求。由于巴西将举办
2014 年世界杯和 2016 年奥运会，钢
材需求将会较大幅度增长。钢铁工程
设计施工公司可以通过工程项目分
得海外新兴市场钢铁发展带来的收
益。

高温合金面向军工，有望能够独
善其身。高温合金设备和工艺完全区
别于传统钢铁和特钢生产，下游客户

主要是军方核心需求，而且产品工艺
和性能稳定性经过双方多年磨合，具
有很强的技术设备壁垒和客户壁垒。
同时军工需求受经济影响相对较小，
而且产品还是军方急需发展产品的
原材料，受到的影响将会更小。因此，
在钢铁行业下行，原料成本下降中，
高温合金生产企业有望能够独善其
身。 （文章来源：金融界网站）

新兴市场决定未来钢铁市场增长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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