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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铁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链较长，受上下游影响较大。我国钢铁业存在明显周期

性，其中钢铁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可作为钢铁价格前瞻性指标。国内钢铁业后

续价格存在上涨空间，但毛利率下滑成为必然。为了提升自身竞争力，钢铁企业必须在产业链

整合、技术进步产品升级以及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加大力量。

从我国钢铁工业面临的资源、环境、市场无序竞争和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等诸多压力和挑战看，2011年，

我国钢铁工业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把控制总量、优化布局、联合重组、科技进步、清洁生产、节能减排作为

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加快资源保障体系建设，提升产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推动钢铁工业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钢铁产品的需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友

好、国际竞争力强的新型钢铁工业发展道路，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此，我国钢铁工业应优先加快品种

质量、产业链、节能环保、联合重组和布局调整几个方面发展。

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长期从事钢铁行业研究，我们定期向外界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期钢铁行业

研究红月刊课题为“我国钢厂议价能力分析”，重点向读者呈现如下内容：

� 2011钢铁行业发展情况

� 行业的竞争结构和重点发展领域

� 钢铁行业发展的主要政策

� 钢铁行业的发展趋势

� 钢铁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钢铁行业发展动态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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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1201120112011钢铁行业发展情况

2011年，钢铁产业粗放发展方式得到明显转变，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再上新台阶，综合竞争力显著提高，支柱产业地位得

到巩固和加强，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具体表现为：

1.11.11.11.1 总量恢复到合理水平

2009 年我国粗钢产量 4.6 亿吨，同比下降 8%；表观消费量维持在 4.3 亿吨左右，同比下降 5%。到 2011年，粗钢产量 5

亿吨左右，表观消费量 4.5亿吨左右，工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维持在 4%的水平。

1.21.21.21.2 淘汰落后产能有新突破

按期淘汰 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产能和 20吨及以下转炉、电炉产能。提高淘汰落后产能的标准，2009-2011年淘汰落后炼

铁能力 7200万吨、炼钢能力 2500万吨。

1.31.31.31.3 联合重组取得重大进展

形成若干个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企业，国内排名前 5 位钢铁企业的产能占全国产能的比例达到

45%以上，沿海沿江钢铁企业产能占全国产能的比例达到 40%以上，产业布局明显优化，重点中心城市钢铁企业污染明显减少。

1.41.41.41.4 技术进步得到较大提升

加强技术改造，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优化品种结构。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 60%以上产品实物质

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百万千瓦火电及核电用特厚钢板和高压锅炉管、25万千伏安以上变压器用高磁感低铁损取向硅钢等产品

生产实现自主化，关键钢材品种自给率达到 90%以上，400MPa及以上热轧带肋钢筋使用比例达到 60%以上。

1.51.51.51.5 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一般装备基本实现本地化、自主化，大型装备本地化率 92%以上。2011

年在关键工艺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以及高端产品研发、生产和应用技术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1.61.61.61.6 节能减排取得明显成效

重点大中型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不超过 620千克标准煤，吨钢耗用新水量低于 5吨，吨钢烟粉尘排放量低于 1.0千克，吨钢

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 1.8千克，二次能源基本实现 100%回收利用，冶金渣近 100%综合利用，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www.chinacir.com.cn 客服电话：010-82252636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行业研究系列特刊

第 3333页

二、行业的竞争结构和重点发展领域

近年，随着钢铁业并购高潮迭起,从产能及布局来看，目前钢铁业已形成“三皇五帝”局面,“三皇”指宝钢、鞍钢、武钢，

“五帝”指河北钢铁集团、山东钢铁集团、华菱集团、马鞍山钢铁集团、江苏沙钢集团。目前国内按业务收入排名前 15的企

业钢铁企业如下表：

表 中国钢铁企业排行榜 1-151-151-151-15名

排名 单位名称 省市 行业
企业性

质
主营业务收入

1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上海市 钢铁 股份 161756528

2 首钢总公司(集团) 北京市 钢铁 国有 61900000

3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辽宁省 钢铁 国有 50142107

4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湖北省 钢铁 国有 40126080

5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钢铁 有限 31074562

6 莱芜钢铁集团 山东省 钢铁 有限 30102773

7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省 钢铁 国有 29016920

8 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 山东省 钢铁 国有 27396350

9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钢铁 股份 26838574

10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 钢铁 国有 26169112

11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四川省 钢铁 国有 25294203

12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 钢铁 国有 25124553

13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 钢铁 国有 23515050

14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钢铁 有限 22687670

15 北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 钢铁 国有 2209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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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国内钢铁企业分布

三、钢铁行业发展的主要政策

3.13.13.13.1 调整部分产品的进出口税率

继续坚持控制“两高一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政策导向，认真落实提高部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率的措施，适时适当提高

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钢材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快出口退税进度，确保及时足额退税。

3.23.23.23.2 实施公平贸易政策

研究国产钢材和进口钢材公平税负政策，制订具体措施，为国内钢铁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33.33.33.3 加大技术进步及技术改造投入

在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列支专项资金，以贷款贴息形式支持钢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不包括节能技术改造）、技术

研发和技术引进，推动钢铁产业技术进步，调整品种结构，提升钢材质量。加大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支持力度，鼓励、引导

钢铁企业积极推进节能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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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3.43.4 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财政奖励力度，支持钢铁企业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妥善解决职工安置、企业转产、债务化解等问题，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严格实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问责制，比照《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

（国发［2007］36号）规定，对未完成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任务的地区暂停项目的核准和审批。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对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监督检查，定期向国土资源、金融、环保、工商、质检等部门通报淘汰落后企业名单。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要对限期淘汰的落后装备实施严格监管，防止擅自扩容改造或异地转移。对擅自扩容改造或异地转移落后装备的，金融

机构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信贷支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予办理用地手续。

3.53.53.53.5 完善企业重组政策

制定鼓励钢铁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妥善解决富余人员安置、企业资产划转、债务核定与处置、财税利益分配等问题，

对大型企业跨省（区、市）重组后的改扩建等项目优先予以核准。落实好鼓励钢铁企业重组的税收政策。适时研究制定钢铁企

业兼并重组条例。

3.63.63.63.6 适时修订钢铁产业政策

调整更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修订完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一是提高吨钢综合能耗、吨钢耗新水以及炼铁、炼

钢淘汰落后标准；二是修改国内钢铁产业集中度指标的考核范围和比重；三是增加节能减排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COD）排

放、二氧化硫排放、烟粉尘排放、可燃气体回收利用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环保指标；四是明确资源配置的具体要求，

储量 5000万吨以上铁矿资源，优先依法配置给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五是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准入门槛。

3.73.73.73.7 提高建筑工程用钢标准

尽快完善建筑领域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结合提高抗震标准，研究出台扩大工业厂房、公共建筑、商业设施等建筑物钢结构

使用比例的规定，修改提高地震多发地区建筑物、重点工程、建筑物基础工程等用钢标准及设计规范。

3.83.83.83.8 实现钢铁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

完善装备、汽车、造船、家电等相关产业发展政策，带动钢铁产品消费和产业升级。加强钢铁新技术、新产品研发，适应

和促进上下游及相关产业升级和产品换代。鼓励和支持钢铁企业与相关领域用钢企业开展合作，实现协调发展。

3.93.93.93.9 继续实施有保有压的融资政策

加大对钢铁重点骨干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对符合环保、土地法律法规以及投资管理规定的项目，以及实施并购、重组、

走出去、技术进步的企业，在发行股票、企业债券、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以及银行贷款、吸收私募股权投资等方面

给予支持。防范大型骨干企业资金断链风险，必要时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对违法违规建设、越权审批的项目和产能落后企业，

继续实施融资限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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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103.103.10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完善信贷、外汇、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政策措施。提高境外资源开发企业准入条件。支持符合

准入条件的重点骨干企业到境外开展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合作和对外并购。进一步加强境外资产的经营管理，切实防范和化

解境外资产风险。扩大冶金设备出口信贷规模，带动设备物资出口。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支持钢铁企业建立境外营销网络，

稳定高端产品出口份额。充分利用境外矿产资源权益投资专项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和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探专项

资金，支持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3.113.113.113.11 建立产业信息披露制度

建立部门联合发布信息制度，适时向社会发布产业政策导向及项目核准、生产销售库存、产能利用、淘汰落后、企业重组、

污染排放、银行贷款情况等信息，切实加强信息共享，为企业投资决策、银行贷款、土地预审等提供信息指导。

3.123.123.123.12 发挥行业协((((商))))会作用

充分发挥行业协（商）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支持企业联合对外谈判，由钢铁协会组织用矿企业统一对外谈判，建立新的

双赢定价机制。由钢铁协会会同相关商会协调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中的反补贴、反倾销诉讼，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

境。行业协（商）会要及时反映行业问题和企业诉求，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引导企业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加强行业自律，提

高行业整体素质

四、钢铁行业的发展趋势

钢铁行业面临的宏观形势：国家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各种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继续显现，经济企稳回升势头逐步增强。形势

继续好转。

一方面，减排限产减少供给和四季度需求持续旺盛的双轮驱动下，接下来的钢材市场会迎来一轮涨价潮。另一方面，在通

胀预期强烈，涨价潮由煤炭、有色、原油等先行品种向农产品、化工原料等二线资源品蔓延并屡创历史新高的背景下，加上通

货膨胀的影响，涨价势在必行。

在未来钢铁行业的发展方向上，钢铁行业依靠大规模产量扩张的时代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未来钢铁企业产品、技术、服务、

产业链优化等的全面竞争，钢铁工业技术创新的重点是围绕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转变发展方式、下游用户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

换代。特别是战略性的新型能源方向。

五、钢铁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5.15.15.15.1 钢铁行业面临的挑战

在看到钢铁行业取得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行业内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中一些问题更加凸显。

（1）是兼并重组仍存障碍。

我国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与国际水平相差很远，不足以对全国钢铁行业的重大事项形成引导和决策控制。尽管近几年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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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兼并重组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体制、机制、利益等各种因素，实质性重组进展缓慢。在现有体制机制下，兼并重组必

然触及到产权的变革，带来一系列的利益调整。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兼并重组中起重要作用，开展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的

难度较大，一些地方保护主义还使得跨地区兼并重组走回头路。

（2）是淘汰落后产能难度加大。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进展仍不尽人意。尤其是近几年建

筑用钢材在新建产能中比重较小，客观上为利用落后小高炉、小炼钢炉、小轧机生产这些钢材的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在大型

钢铁企业还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时，许多中小企业率先盈利。在这些企业盈利水平普遍较高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市场手段淘汰

落后产能难度很大。

5.25.25.25.2 钢铁行业面临的机遇

（1）铁矿石定价新模式的探索。国际的主要钢铁供应商对手是垄断公司，长期以来中方都被动接受定价模式，钢厂苦不

堪言。一个产业链上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在未来机制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对铁矿石定价新模式的探索，有利于国内

钢铁行业的发展

（2）随着国家政策的具体实施，加大了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力度 ,加快了行业结构调整，这也给钢铁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通过工作实施分部细化,并且明确负责单位和协调单位,加强了计划的可实施性,各项细分工作的完成,真正为钢铁行业营造再次

发展的环境。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对高品质钢铁产品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这给国内钢铁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提出

了新的要求。

六、钢铁行业发展动态

6.16.16.16.1 今年 1-111-111-111-11月印度铁矿石出口量同比下降 21.6%21.6%21.6%21.6%

2011年 1-11月，印度铁矿石出口量约为 8000万吨，同比降 21.6%，降幅达 2200万吨。

尽管卡纳塔克邦铁矿石出口禁令已解除，但至今尚未恢复出口，并且目前奥里萨邦也开始限制铁矿石出口，因此 11月份

印度铁矿石出口同比下降超过三分之一至 510万吨。

为对非法开采进行调查，过去 2-3周奥里萨邦政府已禁止通过卡车运输铁矿石，并停止发放铁矿石出口许可证。该邦政府

日前还已暂停向从冈加哈帕纳姆港和卡基纳达港发货的铁矿石发放出口许可证，原因是这两个港口未能配合该邦对非法开采的

调查。

2009/10财年印度铁矿石出口达到创纪录的 1.17亿吨，2010/11财年降至 9700万吨。

6.26.26.26.2 日本反垄断机构有条件批准两大钢企合并

日本反垄断机构公平交易委员会 14日宣布，有条件批准日本两大钢企新日本制铁公司与住友金属工业公司合并。

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分别是日本粗钢生产第一和第三大钢铁企业。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在当天下达给新日铁和住友金属的通

知中说，两家公司在解决“无方向性电磁钢板”和“高压输气管线钢材”这两块业务在国内市场份额过高的问题后，合并事项

将获公平交易委员会批准。

新日铁和住友金属今年 2月宣布启动合并谈判，最迟有望在明年 4月前签署合并协议。不过，这一合并行为需经日本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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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委员会等海内外反垄断机构审查批准。公平交易委员会今年 5月启动审查程序。

两家公司 2010年的粗钢产量合计为 4789万吨，仅次于全球产量第一的安赛乐米塔尔钢铁集团。如获相关反垄断机构批准，

新日铁和住友金属有望在明年 10月正式合并。

6.36.36.36.3 淡水河谷或于明年初启动菲律宾铁矿石转运中心

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将可能于明年 1月末或 2月初启动位于菲律宾的铁矿石转运中心，较其位于马来西亚的分销中心早两年

启动。

因中国港口对大型矿砂船的限制，这座转运中心将允许淡水河谷在苏比克湾的一座浮式储存舱上将铁矿石从大型矿砂船驳

载到略小型船舶如巴拿马或好望角型船，再发运至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

有消息称，菲律宾方面正与淡水河谷新加坡公司就此项目进行接触，等待浮式储存舱到位。苏比克湾的深度足以容纳这些

大型矿砂船，并且更加接近中国这个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市场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地点。

6.46.46.46.4 鞍钢集团与马士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近日，鞍钢集团公司与 A.P.穆勒-马士基集团在上海签署协议，双方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强化在集装箱箱板领域的

合作。

马士基集团旗下的马士基航运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班轮航运公司，拥有 500多艘集装箱船，300多万个集装箱，也拥有一

部分集装箱生产业务。根据协议，今后鞍钢将在集装箱箱板等用钢领域为其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服务。双方还将在企

业管理等方面进行更多交流。

2011年，在集装箱整体市场需求低迷的情况下，鞍钢的集装箱用钢销售取得优异成绩，销售量突破 61万吨，连续两年销

量在国内排名第一。此次与马士基的合作，可以看作鞍钢在完善产品线布局、释放薄材产能以及推广高强集装箱用钢等方面的

进一步努力。

6.56.56.56.5 新兴铸管拟投 90909090亿扩建印度钢厂

从上市企业新兴铸管的母公司新兴际华集团了解到，新兴铸管计划在印度投资 90亿元扩建现有钢企的规模，同时还将在

中东兴建球团矿企业，计划产能 30万吨。

资料显示，经过三年营建，新兴铸管联合五矿集团在印度投建的新印度钢铁有限公司已有 80万吨球团矿在今年 9月投产，

据透露，未来 2-3 年，新兴铸管还将在印度投资 90亿元左右，形成 300万吨钢铁产能。

目前该钢厂一期的球团矿项目运营 3个月，已经实现了上千万利润。“明年利润预计可达到 1.5亿元左右。”

6.66.66.66.6 五矿资源将斥资 1.571.571.571.57亿澳元开发澳矿

12月 12日五矿资源公告公司董事会已批准 Dugald River项目下一开发阶段 1.57亿澳元的开支。

Dugald River为位于澳洲昆士兰西北部未经开发的锌矿床。该项目开发后，预计将从地下矿场每年开采约 2百万吨矿石及

20万吨锌（锌精矿形式），估计该矿山寿命超过 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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