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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钢铁工业的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
罗冰生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 北京 100711)

　　摘要 :钢铁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找出今后我国钢铁工业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

变的方向 ,本文通过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 ,对“十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结果表明 ,我国

钢铁工业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为了顺利实现“十一五”发展纲要的战略任务 ,需要建立我国钢铁工业发

展的循环经济。最后 ,本文对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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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五”期间我国钢铁
工业发展的回顾

　　(一)“十五”期间是我国钢铁工业投入最多的一

段时期

2001 年 - 2005 年五年间我国钢铁工业累计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6865 亿元 ,是上一个五年 (1996 年

- 2000 年)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154 亿元的

3119 倍 ,占“十五”期间全国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95 362 亿元的 2132 % ,钢铁行业“十五”期间的投

资金额是巨大的。

(二)“十五”期间钢铁工业发展取得的成绩

从产出方面来看 ,2001 年 - 2005 年全行业累计

产粗钢 111915 亿吨 ,满足了国内市场 9218 %的需

求 ,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 ,钢铁工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004 年

达到 14102 % ,比 2000 年提高 7184 个百分点。从

钢铁行业自身来讲 ,“十五”期间主要成绩如下 :

2000 年全国产粗钢 11285 亿吨 ,2005 年上升到

31523 亿吨 ,五年间年产粗钢增加 21238 亿吨 ;我国

粗钢年产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 2000 年为 1512 % ,

2005 年上升到 3111 % ,提高 1519 个百分点。本世

纪初的五年中 ,全球粗钢的增加量 7816 %来自中国

钢铁行业 ;钢铁工业的装备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

2001 年 - 2005 年全国增加 1000 立方米以上的高炉

33座 ,100 吨以上的转炉 50 座 ,热轧宽带轧机 15

套 ,冷轧宽带轧机 24 套 ,高速线材轧机 28 套 ,中厚

板轧机 9 套 ,生产能力超过 1000 万吨的镀层板、彩

涂板生产线等 ;钢铁生产的技术经济指标明显改善 ,

2005年全行业连铸比 96141 % ,吨钢综合成材率

95161 % ,分别比 2000 年提高 9111、3111 个百分点 ;

钢铁企业规模明显扩大 ,2005 年产钢量 1000 万吨

以上企业达 8 家 ,500 - 1000 万吨企业 9 家 ,200 -

500 万吨企业 27 家。以上合计 44 家年产钢 200 万

吨以上企业 , 2005 年合计产钢占全国总量的

71195 % ;钢铁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取得重大进展 ,

到 2005 年年底止 ,有 31 家大中型钢铁企业股改上

市 ,2005 年民营和民营控股企业的粗钢产量占全国

总量的 36 % ; 2005 年大中型冶金企业实现利润

795183 亿元 ,是 2000 年的 6198 倍 ;产品销售利润

率 7179 % ,比 2000 年提高 4173 个百分点 ,企业盈

利增加 ,经营状况改善。

(三)“十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

“十五”期间 ,我国钢铁工业投入巨大 ,产出也是

巨大的。但伴随产出的巨大成绩 ,也暴露出发展中

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

生产力布局不合理 ,按地区分华北、华东占全国

钢铁产能的 63177 % ,相对集中 ;而西南、西北地区

仅占 9145 % ,明显偏少 ;全国钢铁企业总数达 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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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规模小而分散 , 2005 年 500 万吨以上企业 17

家 ,粗钢产量仅占全国总量的 48193 % ,产业集中度

偏低 ;产品结构不合理 ,2005 年全国生产的钢材中 ,

板带 材 占 38156 % , 管 材 占 7104 % , 长 材 占

51135 % ,铁道用材占 0186 %。而 2005 年国内市场

消费钢材中 ,板带材占 41173 % ,管材占 6142 % ,长

材占 49124 % ,铁道用材占 0187 % ,产需结构之间存

在明显的差距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大量先进工

艺技术依赖从国外引进 ,大中型企业科技开发投入

仅占年销售收入总额的 1199 % ;2005 年底 ,全行业

炼钢产能 4114 亿吨 ,炼铁产能 3191 亿吨 ,轧钢产能

412 亿吨 ,已显现总体产能过剩的局面。同时 ,能耗

高、污染严重的低水平落后产能占全行业总产能的

30 %左右 ,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繁重。

上述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均具有结

构性的特点 ,从根本上讲 ,主要根源是“十五”期间我

国钢铁工业发展走的是一条以数量为主的、粗放型

增长的道路。具有以下特点 :

2004 年我国钢铁行业产粗钢 27 47017 万吨 ,能

源消耗总量达 21993 亿吨标煤 (含矿山、铁合金、焦

化、耐火在内) ,占全国总能耗的 15118 % ,是国民经

济的耗能大户 ;全行业能源、资源有效利用率低 ,钢

铁生产过程的热能利用率仅 30 %左右 ,固体渣回收

利用率 53 %左右 ,排放废水、废气各占全国工业排

放总量的 14 % ,固体废弃物占全国工业排放总量的

16 % ;2004 年钢铁行业总能耗 21993 亿吨 ,比 2000

年 的 118078 亿 吨 , 增 加 111852 亿 吨 , 增 长

65156 % ,钢铁生产的增长是以能源消费和资源消耗

增加、环境负荷加大为代价实现的 ,总体上属于生产

越多、资源消耗越大、环境污染越重的线性增长模

式。

2000 年至 2004 年钢铁工业总能耗表 单位 :万吨标煤

指标名称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总能耗 18078 21413 24573 27128 29930

与上年比较增长率 % 18145 14176 1014 1013

　　应当指出 ,在“十五”期间 ,我国钢铁工业发展

中 ,随着工艺、装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节能、节

水、环境保护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2005 年纳

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的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综

合能耗 741105 公斤标煤/ 吨 , 比 2000 年下降

188195 公斤标煤/ 吨 ,五年降低能耗 20132 %。

2000 年 - 2005 年吨钢综合能耗

　　2005 年纳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的大中型

钢铁企业吨钢耗用新水 8103 立方米/ 吨 ,比 2000 年

减少 17121 立方米/ 吨 , 五年降低水耗 68119 %。

2005 年与 2000 年比较 ,其他节能、节水和环保指标

均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另一方面 ,我国钢铁工业的能源消耗与国际先

进水平比较还存在明显的差距。以 2004 年日本钢

铁工业吨钢可比能耗和钢铁生产过程的工序能耗作

为国际先进水平 ,与纳入钢铁工业协会统计的大中

型钢铁企业比较 ,总体来看我国钢铁工业能耗水平

比国际先进水平高 1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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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 2005 年吨钢耗新水量
2000 年 - 2005 年节能、节水、环保指标

　　　　　　项目

　　指标 单 位 2005 年 2000 年 2005 年比 2000 年 ±%

吨钢可比能耗 kgce/ t 钢 714112 760 - 6104

吨钢电耗 千瓦时/ t 钢 452124 504 - 10127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92 87104 + 4196

吨钢 SO2 排放量 g/ t 钢 预计 3080 5563 - 44163

吨钢烟尘排放量 g/ t 钢 预计 710 1696 - 58114

吨钢粉尘排放量 g/ t 钢 预计 1540 5077 - 69167

吨钢 COD 排放量 g/ t 钢 预计 415 985 - 57187

2004 年大中型钢铁企业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表(单位 : 公斤标煤/ 吨钢)

　　　　项目

国别 吨钢可比能耗 焦化工序 烧结工序 炼铁工序 转炉工序 轧钢工序

日本 656 95 53 396 - 217 62

中国 705 142113 66172 465112 33174 92191

差距 ±数 + 49 + 47113 + 13172 + 69112 + 36144 + 30191

差距 ±% + 7147 + 4196 + 25189 + 17145 + 1315 倍 + 49185

　　由于我国钢铁工业生产力构成具有明显的结构

性特点 ,2004 年全行业产粗钢 27 47017 万吨 ,其中

纳入统计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产粗钢 23 35413 万吨 ,

占全国总量的 85102 % ; 其他中小企业产粗钢

411614 万吨 ,占全国总量的 14198 %。而中小企业

能耗与大中型企业比较 ,在能源消耗方面又存在明

显的差距。

2004 年大中型企业与中小企业能耗指标对比表 (单位 : 公斤标煤/ 吨)

　　　项目

比较 吨钢可比能耗 焦化工序 烧结工序 炼铁工序 转炉工序 轧钢工序

大中型企业 705 142113 66172 465112 33174 92191

落后水平 1045 266 109 592 152 133

差距 ±数 + 340 + 123187 + 42128 + 126188 + 118126 + 40109

差距 ±% + 48123 + 87115 + 63137 + 27128 + 315 倍 + 43115

　　上述列表对比说明 ,我国中小型企业的能耗指

标相对落后 ,同大中型钢铁企业整体水平比较 ,存在

约 40 - 50 %的差距。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我国钢

铁工业全行业的能耗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比较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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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存在 20 %左右的差距。

(四)我国钢铁工业能耗同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

距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 ,以数量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是

造成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具体

分析主要是 :

11 我国钢铁工业产业集中度低 ,企业规模小而

分散。2005 年我国粗钢产量 500 万吨以上的企业

有 17 家 ,仅占全国粗钢总量的 48193 %。2004 年日

本粗钢产量最多的 4 家企业 ,占全国粗钢总量的

73122 % ;美国 3 家企业 ,占 61109 % ;俄罗斯 5 家企

业 ,占 78169 % ;韩国 2 家企业 ,占 82 %。据中国钢

铁工业协会统计 ,我国具有炼铁、炼钢生产能力的钢

铁生产企业 871 家 ,按 2005 年产粗钢 35239 万吨计

算 ,平均每家企业粗钢产量仅 4015 万吨 ,规模小而

分散。

21 钢铁企业装备大型化同发达国家有明显差

距。2004 年日本全国产粗钢 1112 亿吨 ,而全日本

的高炉数量为 28 座 ,转炉 62 座。据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统计 ,2004 年底我国高炉多达 1131 座 ,其中 :

1000 立方米及以上高炉只有 18 座 ,产能占总产能

的 31196 % ;其余 1113 座均属于有效容积 1000 立

方米以下的高炉 ,产能占总产能的 68104 %。2004

年底我国炼钢转炉有 553 座 ,其中 300 吨以上转炉

只有 3 座 ,120 - 299 吨转炉 51 座 ,产能分别占总产

能的 2117 %、22157 % ; 120 吨以下的转炉多达 499

座 ,其产能占总产能的 75126 %。

31 节能技术、装备的普及率低。除少数大型钢

铁企业外 ,总体上看我国钢铁企业存在工艺、技术、

装备的多层次性及企业流程、结构的不合理性 ,表现

在采用节能、环保先进技术方面相对落后 ,一些先进

的节能工艺技术、装备尚未得到普遍采用。

41 二次能源回收利用率低。按照目前我国高

炉—转炉 —轧钢的工艺流程进行测算 ,每生产一吨

长材的总能源消耗为 716 公斤标煤 ,而生产过程能

源有效利用率为 27 %。除此之外 ,其余 73 %的热能

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余热。在 73 %的余热中 ,44 个百

分点为生产过程外排气体 (可燃煤气) 的化学热 ;29

个百分点为生产过程固体物质的高温物理热。从总

体上看 ,我国钢铁企业对生产过程产生的化学热、物

理热 (二次能源) 回收利用率低 ,这是造成能耗高的

重要原因。

二、“十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
发展面临的任务

　　按照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 ,优化

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钢铁工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战

略性任务。主要内容包括 :合理控制生产规模 ,加快

淘汰落后工艺、装备和产品 ,提高钢铁产品的档次和

质量 ;推进企业跨地区联合重组 ,建成若干个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提高全行业产业集中度 ;

坚持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 ,积极采用世界先进工艺

和技术 ,实现装备大型化、现代化 ;降低消耗 ,改善环

境 ,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和资源有效利用率 ;调整钢

铁工业布局 ,通过兼并联合、搬迁改造、新建扩建等

方式 ,做到产业布局基本合理。

总之 ,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要重在增加高附加值

的产品 ,提高质量 ,不能片面追求数量的扩张 ;重在

提高产业集中度 ,加强现有企业的改组改造 ,不能单

纯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 ;重在降低消耗 ,提高企

业和产品竞争力 ,不能依赖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从

根本上讲要走一条产品质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

耗低、环境污染少、竞争能力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

把中国由钢铁大国建设成为世界钢铁强国。

完成上述各项任务 ,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科学

发展观统领钢铁工业发展的全局。以人为本 ,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传统的钢

铁生产线性发展模式 ,以资源消耗增加、环境负荷加

大来实现发展 ,是不可持续的 ,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要求是对立的。钢铁工业的发展 ,要从人、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更大的系统内来实现发展 ,

在资源投入、生产、消费及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中 ,

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把资源消耗、环境负荷的

线性增加 ,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生态资源的循环来

实现钢铁工业的发展 ,这种发展是可持续的 ,是符合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的。满足这种发展的要求 ,

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循环经济三原

则 ,即资源投入减量化、资源利用循环、废弃物资源

化的要求 ,钢铁生产过程要做到三个最大化 :一是最

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投入 ;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

过程资源循环利用 ,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 ;三是最大

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和实现废弃物回收利用。发

展循环经济的主体是钢铁生产企业 ,要求企业必须

全面承担三种功能 ,即钢铁产品制造功能 ,生产过程

能源转换及回收利用功能 ,社会废弃物的消纳处理

功能。这是对传统的企业单纯生产商品、谋取盈利

4

技术经济 　　　　　　　　　　　　　　　　　　　　　　　　　　　　　　　　　　　　　　第 25 卷 　第 10 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功能定位的转变和提升 ,既强调了企业的经济责任 ,

又强调了企业在整个社会和生态资源保护中必须承

担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这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对当今

企业提出的新要求。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 ,是从

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 ,不能简单地等同

于节约资源、节约能源 ,也不是一般的环境保护 ,或

者是一般的提高资源利用率 ,更不能把节能环保统

称为发展循环经济。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包括了

“循环”、“经济”两个方面的内容 ,“循环”是指资源投

入、生产产品、消费使用的全部过程中 ,实现全面的

资源回收、利用的循环 ;“经济”是指在资源循环的过

程中 ,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实现效益的最大

化 ,包括经济效益、环保效益、社会效益三个方面。

不经济的“循环”是不可能持久的 ,不循环的“经济”

也就不是循环经济。

三、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
的基本要求

　　经济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 ,面临的资

源环境问题各异 ,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侧重也有所

不同。比如 ,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减少

和再利用废弃物 ;我国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 ,重点

是减少资源消耗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

放。所以 ,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 ,应当从自己

的国情出发 ,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循环经济

之路。从我国钢铁工业的实际出发 ,借鉴宝钢、鞍

钢、济钢、莱钢等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经验 ,钢

铁企业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来看 ,要做到 :

(一)以零排放为目标 ,建设钢铁生产过程的三

个循环链

一是可燃气体回收利用循环链。从煤、焦等能

源的投入到高炉、转炉、焦炉煤气的全面回收利用 ,

实现可燃气体零排放 ;二是工业用水循环链。从企

业补充新水到生产过程用水、工业污水回收、污水处

理、替代新水 ,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循环链 ;三是固态

废弃物循环链。从铁矿石等原料投入 ,到钢铁产品

生产 ,固态废弃物全面回收利用。

(二) 建设钢铁企业与相关企业的产业之间的

循环链

比如 ,一个年产 1000 万吨粗钢的钢铁厂 ,生产

过程的高炉、转炉、焦炉三种煤气全面回收 ,可以供

一个 120 万千瓦的发电厂使用 ,满足其发电需用的

全部能源 ,发电量供钢铁厂使用外 ,还可以向社会供

电 ;一个年产 1000 万吨粗钢的钢铁厂 ,生产过程产

生的固体废弃物 ,除含铁部分回收自用外 ,其余供应

一个年产 300 万吨的水泥厂 ,可满足其全部原料需

求 ,而且可大幅度提高水泥产品的质量。

(三)建设钢铁产品出厂、社会消费、消费废弃物

回收利用的循环链

钢铁产品出厂后 ,在用户消费过程中和消费完

成后 ,可回收利用 ,作为废钢重新投入钢铁生产 ;社

会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 ,也可以利用钢铁生产

过程进行消纳处理。比如社会消费产生的白色污

染 ,即废塑料制品 ,通过分选后冷冻破碎成粉状 ,可

直接喷入高炉 ,一公斤塑料粉可替代 112 公斤标煤

能源 ;一般的废塑料 ,通过分选后 ,可以装入焦炉 ,按

焦炉生产焦炭总量的 2 - 3 %消纳相当数量的社会

废塑料。

在钢铁企业建立健全三个循环链的基础上 ,有

条件的地区 ,应当把钢铁企业同相关行业的企业统

筹考虑 ,建设范围更大的循环经济工业生态园区。

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工业生态园区的同时 ,通过统

筹规划、协调发展 ,实现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目标。

四、对我国钢铁工业发展
循环经济的建议

　　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不只是一个行业、更不

是一个企业的责任 ,而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 ,应当在

政府、企业、公众三个方面的共同参与下 ,坚持开展

节约并重、节约优先 ,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

原则 ,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弃物产生、消费等各

个环节 ,建立和健全整个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

并形成相应的工作机制和体制。具体建议如下 :

(1)建议国家有关部门 ,在按照国家“十一五”发

展规划要求 ,制订钢铁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 ,把发

展循环经济作为主要内容 ,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

划安排和要求。(2) 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市

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循环经济对政府有关部门来

说 ,应当进一步强化政府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的公

共管理职能 ,改进各级政府的评价指标及机制 ;应当

建立并不断完善钢铁行业资源利用的核算、评估体

系 ,综合反映生产发展与资源消耗、环境改善的关

系 ;在钢铁行业准入标准中 ,应当纳入发展循环经济

的目标和工作要求 ,限期淘汰资源消耗高、污染严重

的落后工艺装备和产品 ;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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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的 ,这与该校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四、结论

采用上述方法测定高等学校顾客满意度 ,既考

虑了主要影响因素 ,又可以避免对事前期待及事后

评价的直接测量 ,并且所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实际

情况 ,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它有助于高等学校了

解、分析顾客满意或不满意的主要方面 ,以便采取有

效措施来提高顾客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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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Index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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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is paper , the characteristic production and custom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nalyzed1 a new conception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irst put forward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 method of quantitative appraise for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put forward by means of theory and methods of economy and blurrded mathematic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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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环境保护的财税、价格、投资政策及措施 ;实行

政府各级部门的发展循环经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

目标责任和考核制度。(3) 充分发挥钢铁企业在发

展循环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作用。按照钢铁企业三大

功能 (产品生产、能源转换、消纳社会废弃物) 的要

求 ,强化企业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企

业领导人要实行三大责任目标考核制度 ,并在企业

内部逐级分解落实 ,建立企业保障发展循环经济目

标落实的考核机制和制度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要进

一步强化为企业服务的功能。国家“十一五”规划纲

要已明确推进循环经济试点工程 ,并选择济钢、宝

钢、鞍本钢作为第一批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协会应

当积极支持和参与 ,认真总结经验 ,及时在全行业推

广 ,充分发挥典型示范的作用。(4)提高全社会成员

的资源节约和环保意识。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离

不开广大公众的参与和支持 ,应当通过政府引导、媒

体宣传、社会舆论等多种方式进行经常性的广泛宣

传和教育 ,提高全社会成员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意识 ,动员社会公众参与、支持、监督企业完成发展

循环经济的各项目标和要求 ;建议钢铁企业要建立

年报制度 ,每年向社会公众报告发展循环经济目标、

责任的完成情况 ,接受社会公众的民主监督。

On the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crease

Manner in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L UO Bing2sheng
(China Iron & Steel Association , Beijing 100711 ,China)

Abstract :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plays a key role in China national economy1 To find the direction of restructuring and development model changing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the 10th five2year plan , through history study and contrast study1 The results in2

dicate that there is a huge gap between China and advanced world levels1 To finish the 11th five2year plan , China need to develop the Circular Econo2

my1 At last , this paper gives some advices about China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cycle economy development1

Key words :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 restructuring ; development model ; circular econom

52

　　　　　　　　　　　　　　　　　　　　　　　　　　　　　　　　高等学校顾客满意度的定量评价方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