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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创5年新低，铜创6年来新低，

铝报价首次破万。这么多悲伤的消息

宣告着有色金属行业仍处在低迷之

中。

数据是最不能说谎的。近期，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相关数据

显示，10 月份中色铜产业景气指数为

22.59，不断向“偏冷”区间下沿逼近；而

中色铝冶炼产业景气指数为 20.81，亦

处于“偏冷”区间，且该指数已连续7个

月呈下滑趋势。

压力沉重

尽管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在近日造访中铝时，和中铝公司董

事长、党组书记葛红林就着眼未来，创

新实体和电商企业合作，进行了深入

洽谈，并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原则和

操作方式，但整个行业面临的局面仍

然难言乐观。

马云表示，阿里巴巴集团期待与中

铝公司合作，将业务从有色行业入手，

逐步辐射到黑色金属行业、煤炭行业、

石油化工行业等传统行业，从而改变原

有的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形象，完善阿里

巴巴平台行业布局和行业结构，使阿里

巴巴电商平台在各个行业深度推广。

这给处于困境中的有色金属行业

尤其是中铝带来了一线希望。随着铝

行业下行压力逐渐加大，产能严重过

剩，互联网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线

下销售压力。

但眼下行业性困局实在令企业头

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铝业连续发

布多份公告，欲甩掉不良资产，贯彻

“做减法”的方式，以求扭亏。

11 月 14 日，中国铝业连续发布了

《关于公司拟转让中国铝业香港有限

公司房屋资产》、《关于公司拟处置贵

州分公司部分资产》、《关于公司拟转

让中铝南海合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的公告。对于上述三项资产出售，公

司表示，将增加现金流，降低资产负债

率。

按照平均加权成本算，铝价跌到1

万元，国内有63.5%的企业出现现金亏

损。按照完全成本算，铝价跌到 1 万

元，国内已超过 80%的运行产能在亏

损。这说明铝价已经跌破成本线，同

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电解铝企业处于

非常不利的境地。

铝行业不景气，铜行业同样不

佳。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官员预

计，今年四季度，中国铜行业下行压

力仍然较大。在下游行业中，主要终

端用铜产业的产量延续了下滑的趋

势，其中电力电缆、空调产量下降，仅

国家电网出现加速投资迹象。

另有数据佐证显示，有色金属行

业上市公司2015年三季报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0.3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同比下滑高达34.82%。多重利空共

振下，有色金属行业整体 2015 年前三

季度业绩增速由正转负，第三季度单

季度行业整体亏损。

此外，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数

据显示，1至10月，国内铜、铝、铅、锌价

格，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15.5%、7.7%、

6.3%和 0.2%，比 2011 年价格分别下跌

了36.8%、25.9%、20.3%和10.2%。

“初步预计，2015年有色金属工业

增加值增长9%左右，十种有色金属产

量将超过5100万吨。由于原有的支撑

产业发展因素削弱或消失，新的支撑因

素尚在形成之中，所以，有色金属市场

的调整还将持续1至2年时间。这将对

有色金属价格、企业经济效益及固定资

产投资回升构成沉重压力。”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贾明星表示。

寄望国际产能合作

在持续承压背景下，相关企业开

始将希望寄托在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方

面。此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国

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中，有色金属被寄予了厚望。

贾明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加

强国际产能合作中国是有优势的，例如

中国的电解铝，完全是自己的装备、自己

的技术。中国很多企业都在周边国家以

及欠发达地区，做得非常好。

“国家发改委专门设立一个办公

室，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我和他们交流

过，我们希望有利好的政策出台。”贾

明星说。

“电解铝方面，中国在哈萨克斯

坦、印度、马来西亚、伊朗等地都有不

错的表现。”贾明星说。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宏前曾公开表示，国际产能

合作正成为中国有色金属产业“走出

去”、促进合作共赢、优化全球价值链

的重要举措，电解铝在国内是过剩产

能，但好多国家还没有电解铝产能，所

以电解铝产能最应该“走出去。”

早在数年前，中国有色金属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就成为国际产能和装备

制造合作的承担者和受益者。哈萨克

斯坦电解铝厂项目是截至目前国内企

业在海外承包建设的最大的电解铝总

承包项目，同时也是哈萨克斯坦唯一

的电解铝厂。据介绍，哈铝项目采用

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电解铝核心技

术，创造了令人瞠目的中国建设速度，

展示了一流的中国技术和工程质量。

早在去年年底，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就已经提出“国际产能合作”的理

念。而在与哈萨克斯坦的国际产能合

作中，今年上半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领导人在北京签署 33 份文件，其中就

包括在有色金属领域进行产能合作。

有色金属龙头企业中国有色集团

公司已经拥有境外有色金属资源量

2000万吨，投资项目遍布27个国家和

地区，建筑工程、国际贸易业务辐射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色金属“走出去”的连带效应是

明显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

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在谈及推动钢铁、

有色行业对外产能合作时，就指出建

设钢铁生产基地，可以带动钢铁装备

对外输出；结合境外矿产资源开发，延

伸下游产业链，开展有色金属冶炼和

深加工，可以带动成套设备出口。

有色金属仍未见底
深度调整将持续1-2年
国际产能合作或成重要突围路径

本报记者 张龙

要说史玉柱也真是够猛的，巨人

网络总共有160名干部，他一次性“干

掉”133名，只留下27名。当然，像这

样对中层开刀的不止史玉柱，在裁掉

中层这件事上，干得又早、声势又大的

当属海尔，张瑞敏这两年裁掉的中层

数以万计。从规模扩张时代向组织变

革时代的进化，让一场深层次的“中层

危机”大面积地向中国企业袭来。那

些昔日的财富创造者似乎已经变成企

业的负担，“中层危机”已经困扰着越

来越多的企业。张瑞敏把这些中层称

作是“烤熟的鹅”，认为他们已经没有

了神经。在那些成熟的企业中，大部

分是已经在中层岗位上工作多年的管

理者，已经没有了创业时的理想和血

性，许多工作都是靠着惯性在向前推

动。他们在公司里是享受待遇高、对

变化的适应能力差、投入产出效能低

的一类人。从事业上，大多数人没有

再上一个台阶的可能，对于前途感到

渺茫；从收入上，他们通常拿着数十万

到上百万的年薪，多一二十万或者是

少一二十万，都不会对生活品质有任

何影响。企业不知道怎样才能激励他

们，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如何再焕发出

年轻时的激情和干劲。他们对市场的

变化不再敏感，反应也变得迟钝，别说

是温水煮，甚至是沸水煮，他们也不会

有感觉。如果企业不能采取对策激活

他们，那只有把他们“干掉”，否则企业

就像动作迟缓的恐龙一样，因为无力

应对变化的环境而死掉。

受中国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即使

是在民营企业中，中国企业的中层也

都是“官”，要享受相应级别的“政治”

待遇，中层的负效应阻碍企业发展。

在一些企业，你看到的不是“论功行

赏”，而是按级别分钱。一个年轻人无

论多能干，只要你级别比别人低一级，

你就很难在收入上超过他。尤其是在

非销售部门，这种情况更普遍、更明

显。通常来说，一个中层管理者的收

入，基本上可以抵上好几个基层员工

的收入，这样一种现实，难免会让那

些冲在一线干活最多的年轻人感到

不平衡。同时，由于企业中层的固

化，也会导致年轻人缺乏上升通道，

进而影响到整个企业的活力。“干掉”

一个中层可以够一个部门的开支，这

种简单的经济账，实质上只是企业对

中层下手的表面原因。最让企业受

不了的是，还有一些中层会像在官场

一样，刻意经营自己的地盘，让公司

变成了大大小小的若干山头。盘根

错节的内部人事关系以及无药可救

的官僚作风，会让企业失去活力。以

致那些空降的高管，甚至是新接任的

CEO都会感到寸步难行。

企业上市的造富效应，既让一些

中层由此暴富，也让大量没能碰到这

种机会的中层倍感失落。在中国，上

市是最强大的造富机器，只要企业上

市，立刻会让高管们身价百倍，一些中

层由此成为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对

此，那些未上市公司的中层们真的是羡

慕嫉妒恨，对比那些赶上上市机会一夜

暴富的高管，他们就会有巨大的失落

感，感觉到干得没劲。除了公司上市，

其他激励似乎都提不起他们的兴趣，如

果公司没有上市计划，他们就没有工作

的动力。很多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

之所以也天天忙活着筹划上市，很多情

况下，也是被管理层们逼的——老板们

只有为他们画出足够大的饼，他们才肯

卖力地干活。

事实上，不止中层，只要是和企业

的战略目标不匹配，一些高层同样会

被“干掉”。对于中国公司来讲，用裁

减高管的办法提升业绩，更像是与“国

际接轨”，寻求更精简高效的组织架

构、向扁平化方向发展是“国际惯例”

和趋势。据报道，由于近两年盈利下

滑，渣打首席执行官Bill Winters计划

裁掉约四分之一的高层员工，即全球

总裁员约1000人，涉及范围从董事会

成员到董事总经理。资本市场对这一

裁员计划表现出积极的反应，消息公

布一周内，渣打股价累计上涨16%。同

样是由于业绩原因将要改变组织架构

的还有三星公司，有报道称，三星会在

未来裁掉三分之一的高管。方洪波接

任美的集团董事长后，对于跟不上他

转型思维的人，方洪波态度明朗地进

行了裁撤，从他接手到2014年，管理

人员由原来的2.5人减少到1.5万人，

特别引人关注的是，有三名董事兼副

总裁级别的“元老”辞职。

“干掉”一些中高层不但可以减少

大笔薪酬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

组织变革的阻力，让企业的运行变得

更加高效。推动史玉柱下决心“干掉”

中层的原因，就是看到了国外同行的

高效率，他不希望才有11年历史的巨

人网络变成“啃老”的状态。他在芬兰

SUPERCELL 公司看到，这个年利润 12

亿美元的手游跨国公司，总共只有168

人。他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公司

不是人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

除了企业的主动转型外，一些经

营陷入困境的国企也被迫大幅度裁减

中层，国企的“铁交椅”再次被打破。

据媒体报道，阜新矿务局公司两级机

关副总师级干部由 199 人裁减到 57

人，裁减幅度71.3%；科级以下干部由

6159 人 裁 减 到 3155 人 ，裁 减 幅 度

48.8%。“熬了多年的科长到食堂端盘

子、做警卫的比比皆是”。追求员工的

性价比，是所有市场公司保持竞争力

的必然选择。身为中层，如果不能为

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下课”也只是

早晚的事。

企业为何要“干掉”中层？
丁是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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