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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过剩产能要靠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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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进行联合重组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有效手段。联
合重组是有组织的战略性市场安排，是减少过度竞争、实现
市场良性发展的最好办法。通过与市场资源整合，与社会
资本混合，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
促进了行业的健康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改革发展的独特模
式和重大创新，解决了国企与市场接轨的难题，实现了“央
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企业的竞争力”。

大企业是过剩行业里的
另一只“看得见的手”
市场经济是过剩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大规

模的过剩，甚至无处不过剩，无时不过剩。其实，过剩并不
可怕，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过剩的问题。工业化大生
产和市场属性是过剩的成因，适度过剩也是市场常态，严重
过剩集中发生在工业化、市场化的特定阶段，发生在基础原
材料等重工业领域。为了解决过剩这一问题，全世界都在
想办法，西方学者研究了一两百年，找到了三种解决方法。

推行凯恩斯主义。过剩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进而导
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怎么解决呢？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
扩大投资、内需和公共开支拉动经济增长，以此来消解过
剩，创造就业。

兼并重组。20世纪初，美国有2000多家钢铁企业，老
摩根先生的美国钢铁公司通过大规模整合，控制了其中
65%的钢铁企业，使得美国钢铁市场趋于稳定。另外，在欧
洲钢铁业去产能化的过程中，印度米塔尔钢铁公司抓住时
机，把欧洲钢铁厂全部重组了。

技术创新。通过产业升级的方法，淘汰落后技术，减少
资源用量，解决传统产业的过剩矛盾。美国从1965年到
1985年大规模鼓励和推进创新活动，解决了就业问题。

过去，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不少行业都出现
了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最初，我们借鉴凯恩斯主义，依靠
投资、出口、内需“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因为投资来得最快，
所以基本的调节方法是靠投资拉动。经济学里有个乘数效
应，在此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投资一块钱，在市场上就会引
起十块钱的拉动效应。比如建一个工厂要投资一个亿，工
厂需要很多设备，设备厂又需要钢铁，钢铁厂又需要煤炭，
由此形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但多年后，我们发现靠投资
来拉动的方法成本高、效率低，还带来了更为严重的产能过
剩问题。就像和面，“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最后盆满了，水
和面都加不进去了。凯恩斯主义逐渐失效，现在我们主要
采用的是后两种方法，由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同时号召全社
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实现经济转型。

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
中提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但我
认为在过剩行业里，不能只靠这两只手，还得靠另一只“看
得见的手”——大企业。通过联合重组形成大企业，让大企
业调节和维护市场，优化存量，减少增量，做到退而有序，兼
顾各种资源和各方利益，推动共生共赢，这是过剩行业发展
必然要遵从的逻辑，也是西方发达国家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的普遍做法。

联合重组是有组织的战略性市场安排
联合重组是市场经济调节的高级方式，是减少过度竞

争、实现市场良性发展的最好办法，也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的必然选择或自然选择。综观全球，解决产能过剩的办法
都是进行联合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减少市场的恶性竞
争，使企业经营更加有序。大企业整合市场，进行联合重组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企业并购，而是有组织的战略
性市场安排。大企业实施联合重组后，通过关工厂、错峰生
产等减量措施推动产销平衡，通过技术进步、转型升级等创
新手段优化产业结构，使企业进入盈利的正循环，保全了银
行贷款，维护了债权人利益，避免了倒闭潮和下岗潮的出
现，用最小的牺牲和代价换取了最大的利益。

大企业整合的核心是提高行业集中度、稳定价格。在
过剩行业中，如果行业集中度高，产能利用率可控，过剩问
题就能破解。集中度是市场健康的稳定器，行业整合后，由
于提高了集中度，稳定了市场秩序和价格，因此确保了行业
和企业利润。只有在减量过程中仍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各
方利益才能得到保证，收购溢价和减量损失才能得到补偿，
去产能和结构调整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这是整合的基本
逻辑。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接连遭遇了两次
石油危机的冲击，尽管政府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阪
神大地震重建计划，但水泥行业仍进入了漫长的寒冬期。
在此期间，日本水泥行业进行了两轮联合重组。第一轮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颁布了《特定产业结构改善
法》等，强制淘汰了过剩的3100万吨产能，并将22家水泥企
业重组为五大集团，每个集团各占20%的市场份额。第二
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五大集团再次整合为三大水泥集
团（秩父小野田、住友大阪水泥、太平洋水泥）。

日本水泥行业的大规模、高层级的联合重组，为应对
1996年至今水泥需求的大幅下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
政府引导、企业自主实施，行业再次实行大规模的产能削
减，秩父小野田退出了水泥行业，太平洋水泥等企业也关停
了旗下工厂的部分生产线，熟料产能从巅峰时的9800万吨
缩减到2011年的不到5600万吨，下降了约43%。

很多年前，我去日本考察时，看到日本住友大阪水泥等
大型水泥企业的很多现代化生产线都被关停了，锈迹斑斑
地立在那里。当时我还很不理解，觉得很可惜，从后来的效
果来看，日本水泥行业的这些去产能措施是正确的。通过
这些措施，日本每吨水泥的价格一直稳定地保持在100美元
左右，水泥企业的效益也很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让行业价值理性回归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

那就是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这一理念自2015
年提出之日起，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具有丰富的内涵，旨在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
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高端供给。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
板，即“三去一降一补”；最终目标是满足需求，让投资有回
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员工有收入、环
境有改善；最重要的是解决好过剩产能的退出和供给结构
的调整两大问题，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一剂良方，对过剩行业来说，尤
为急切，至关重要。

从建材行业来看，中国是建材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国
家鼓励“大家办建材”，建材行业迅速告别了短缺局面，尤
其是过去1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里，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水泥等大宗建材的产能跃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长
期粗放式发展也带来了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问题，积累了高
投资、低效益、低价无序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在当前经济
高质量发展阶段，需求侧的故事正在演变为供给侧的故
事。过去，建工厂是一种生存方式，现在，关工厂也是一种
生存方式。我们要围绕供给做功课，不能再套用以往的高
增长模式。

在需求受限、供给过剩的情况下，只有加快转型，转换
动力，着力做好均衡、有序和高质量的供给才是出路。如果
久拖不决，那么未来就不会有合理的盈利来支撑必要的结
构调整，也没有充足的时间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基础原
材料需求现在尚能维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水平上，当需求
滑入减量通道时，问题就会更严重，调整起来会更痛苦。时
不我待，只有政策助力、行业同心、企业协作，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才能落到实处。

中国建材处于充分竞争领域，水泥又是典型的过剩行
业，正因为如此，我们较早关注了供给侧问题。2009年，在
经济高速增长的刺激和影响下，水泥产能过剩加剧，我提
出了“停止新建生产线”“行业要科学布局，进行听证”“形
成大企业主导的区域市场格局”等10条建议，有媒体把这
些建议解读为“休克疗法”。其实，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
水泥行业的资源并不充裕，实力并不强大，用在铺摊子、盲
目增量上，对行业是巨大的消耗，我们应该把盲目建设先
停下来，把主要精力放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面，使行
业更精干。后来，我进一步提出了水泥行业要“做好有效
供给”“写好供给端的故事”。中国建材提出并实施了联合
重组、整合优化、市场竞合等理念和举措，这些都是在围绕
着供给侧发力。

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提出后，中国建材作为我
国建材行业的领军者，带头做到了“六个坚定不移”，也就是
坚定不移地限制新增产能、坚定不移地淘汰落后产能、坚定
不移地执行错峰生产、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竞合、坚定不移
地推进联合重组、坚定不移地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坚决做引

领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护行业健康的中流砥柱。在
中国建材等大企业的带动下，水泥行业集中度从2008年的
16%提高到2019年的超过60%，行业价值理性回归，逐渐走
出了低谷。

去产量治标，去产能治本
供给结构调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

义。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过剩，而是中低端过剩，中高
端短缺，因此必须加快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让供给结构更
好地适应需求结构。水泥行业未来要围绕绿色、智能、艺
术，来加快技术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不断迈向中高端
领域。绿色就是指工艺路线、产品方向要围绕着低碳、绿色
和可循环方向去做。智能就是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应用到工业制造中。艺术就是让厂房设施和水泥产品成为
艺术品。

去产能的效果是检验供给侧改革是否成功的“试金
石”，是水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总结以往经
验，我们认为，水泥企业要把去产量和去产能有机结合起
来，标本兼治，打好“组合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当好
排头兵。

从近期来看，要通过去产量治标，解决眼前需求不足、
价格过低的问题。

首先，坚决执行错峰生产。在我国冬季采暖期停止生
产水泥，这是国家用去产量的方法来减少雾霾、保护环境、
调节供需平衡的重要实践。中国水泥行业集中度低，无法
按照日本的做法平均去产能，因为谁也不愿意去产能，不得
已只能用错峰生产的办法。错峰生产是在行业去产能得不
到根本性解决的情况下实施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虽然
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办法，但是行之有效，和北京汽车限号是
一个道理。汽车太多了就得限号行驶，不然谁的车都跑不
快，公平的办法就是限号。

其次，坚决限制新增产能。当前中国水泥行业无处不
过剩、无时不过剩，企业没有任何理由建新生产线。欧美日
等地区和国家在去产能后几乎没建过新生产线，而我国在
水泥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一边限制、一边新增的怪
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们必须下决心、下狠心解决

“边限边增”的顽症，不能再为新增产能开任何口子。
最后，加强行业自律。所谓自律，就是以行业协会为主

导，加强行业内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和诚信建设，引导企业
顾全大局，不盲目新建、恶意杀价、低价倾销，从竞争转向竞
合，实现包容性增长。在国外，维持市场健康的工作主要由
行业公会来做，公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销量和价格，维护本
土市场，对国外企业实施反倾销。我们也应充分发挥行业
协会的主导作用，加大行业管理力度，建立市场行为约束机
制。在加强行业自律方面，大企业要带头，中小企业要跟
上，千万不要做价格的破坏者。无数事实证明，打价格战没
有最后的胜利者，大家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市
场环境。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