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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度量

与提升研究

文 张航燕 江飞涛

一、钢铁产业竞争力变化

2000 年以后，中国钢铁产业进

入到完全市场化的新历史阶段，其产

业竞争力不断走强。特别是 2004—

2008 年期间，中国钢铁产业的国际

竞争力呈现出快速提升的态势。但

是 受 2008 年 底金 融 危 机 的 影 响 ，

2009 年我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出现一

定程度的下滑。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

1990—1994 年，中国钢铁产业

的 国 际 市 场 占 有 率 不 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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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贸易竞争指数由负转正，表明我

国钢材由净进口转变为净出口，出口

竞争力逐年增强。2008 年我国钢铁

产业贸易竞争指数达到历史 新 高

0.45。但是 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

的影响，我国钢铁产业贸易竞争力指

数再次回落到 -0.06。总体来看，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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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铁 企 业 ， 没 层 面 争 ， 企 业 经 营 困 难一 个 产 布 ， 通 常 用 C R 4 或， 规 模 经 济 明 显能 要 占 到 全 国 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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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兼并重组方面，很大程度上还

依赖于行政手段的运用。事实上，市

场在协调供需平衡上比计划体制或

者行政控制更具效率性。我国的产

能过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扭

曲下地方政府不当干预企业投资行

为造成的，治理产能过剩更需要推

动经济体制的改革，约束地方政府

的不当干预，完善市场体制、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竞

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具有淘汰落后和

逐步将资源集中于高效企业 的 作

用，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大规模企

业和市场集中更具有效率性特征。

政府合适的角色应当是市场竞争的

催化剂与挑战者，以及为产业发展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钢铁产业

的发展上，政府应当主要致力于提

高产业进入壁垒、规范市场竞争和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所造成的产业条

块分割局面，而在其他方面，则应当

更多的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

政府应当引导我国钢铁企业按照现

代企业制度来运作，解决好所有权

与经营权之间的矛盾，建立合理的

经营者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充分

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提升企业的

管理水平，选择适合各自企业的发

展战略。

（二）实施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

中度

钢铁产业集中度不高已经成为

我国钢铁行业的致命硬伤。从国际

钢铁产业的发展历程看，钢铁产业为

典型的规模经济行业，其企业组织规

模和企业经济效益之间存在着很强

的依存关系。因为当企业规模足够

大时，可以带来由技术、设备引起的

生产的规模经济性，由专业化引起的

生产规模性。因此，国家要从战略高

度引导和协助企业加快联合重组步

伐，打破地域间的壁垒，实现跨地区

的联合重组。通过兼并、重组、强强联

合等方式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骨干

企业集团规模，提高产业的进入壁

垒，以减少钢铁生产企业数量，淘汰

落后的产能，扩大产业规模，提高产

业集中度。目前，相关部门已出台了

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

钢铁行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以及

《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最为

重要。政策对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

淘汰落后产能等，在能耗指标、准入

规模、环保、问责、融资各个方面都已

有了相关规定，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执

行。切实推进我国钢铁企业实质性

重组，提升重组企业集团的综合竞争

力，是当前及今后钢铁业重组工作的

一项重要课题。

（三）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结

构调整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其创新能

力，也是一个产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我国要想从钢铁大国发展成为钢铁

强国，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撑；而我

国目前存在的产品附加值低、品种结

构不合理、节能技术普及率不高、污

染严重等问题，都明显反映出我国钢

铁产业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钢铁

企业应坚持科技进步，加强技术创

新，积极跟踪世界钢铁产业前沿技

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

术新产品，积极采用先进工艺、技术

装备，实现装备大型化、现代化和国

产化。应围绕行业共性技术和重点

项目开展科技攻关，加大技术研发

的投入；应着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和软实力，以实现钢铁产业的结构

调整，改善出口产品结构与提高出

口产品的附加值，实现钢铁产业优

化升级。

（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行可

持续发展战略

钢铁产业是能源、水资源、矿产

资源消耗量很大的资源密集型产业。

我国吨钢综合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

高出 15—20% ，资源消耗高，环境污

染依然严重；高能耗和高污染已成为

影响我国钢铁产业竞争力非常重要

的因素。要提高我国钢铁产业的可

持续竞争力，必须以发展循环经济的

理念作为重要指导原则，以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为核心，加强节能、节水、节

材技术的研发，加强资源综合利用，

加快实施清洁生产，在减量化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