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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概况 

钢铁工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影响全局的重要位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之初，钢铁工业十分落后，钢铁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加快发展钢铁工

业，一直是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的重要目标。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阶

段。 

1、“大炼钢铁”运动发起和失败（1950年-1977年）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提出“以钢为纲”，把加快钢铁工业发

展置于整个经济发展的优先主导地位。在原苏联援助下修复和建设了鞍钢、武钢、包

钢三家国家级大型钢铁厂。全国各地还建成了20多家中小钢铁厂。这些钢铁厂成为以

后时期全国各地发展钢铁工业的基础。1958年，中国政府提出钢铁产量15年后超过英

国达到2500万吨，发动了“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

钢铁产量大幅度增长，粗钢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增加到1960年的1866万吨，三年

分别增长49.5%、73.4.5%和34.5%。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大量

资源投入到钢铁工业中，虽然促成钢铁产量短期迅速增加，但是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

衡，经济增长急剧下跌，钢铁正常生产无法维持。1960年至1962年，经济增长速度跌

落为-1.4%、-29.7%、-6.5%，1961年和1962年，粗钢产量下降到870万吨、667万吨，

钢铁产量增长速度下降为-53.4%、-23.3%。追求钢铁产量超速增长的过高目标，欲速

不达，反而造成经济增长和钢铁工业的剧烈波动和倒退。 

“大炼钢铁”失败后，中国钢铁工业飞跃发展的愿望一直十分强烈，教训长时期

里没有得到认真反思。从1963年到改革开放前夕1977年的15年里，钢铁生产又发生两

次大起大落。第一次，1964至1966年，粗钢产量连续三年高速增长25% -26%，1966年

粗钢产量增加到1532万吨。随后两年增长速度跌落为-33.4%、-11.4%，粗钢产量下降

到904万吨。第二次，1969年至1971年，钢铁产量增长速度回升到20%-48%，到1973年

粗钢产量上升到2522万吨，实现了15年前提出的目标。但是，钢铁生产扩张速度过快，

缺少经济基础支持，1974年和1976年钢铁产量又出现大幅度下跌，直到1977年还没有

恢复到1973年时的钢铁产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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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及增长                万吨、% 

 生铁 粗钢 钢材 

 产量 增长率 产量 增长率 产量 增长率 

1949 25  15.8  14  

1952 193 33.1 135 50.0 113 68.7 

1953 223 15.5 177 31.1 151 33.6 

1957 594 23 535 19.7 436 33.4 

1958 1369 130.5 800 49.5 620 42.2 

1959 2191 60.0 1387 73.4 935 50.8 

1960 2716 24.0 1866 34.5 1175 25.7 

1961 1281 -52.8 870 -53.4 658 -44.0 

1962 805 -37.2 667 -23.3 469 -28.7 

1963 741 -8.0 762 14.2 539 14.9 

1964 902 21.7 964 26.5 697 29.3 

1965 1077 19.4 1223 26.9 895 28.4 

1966 1334 23.9 1532 25.3 1051 17.4 

1967 963 -27.8 1020 -33.4 740 -29.6 

1968 857 -11.0 904 -11.4 687 -7.2 

1969 1280 49.4 1333 47.5 956 39.2 

1970 1706 33.3 1779 33.5 1223 27.9 

1971 1100 -35.5 2132 19.8 1441 17.8 

1972 2355 114.1 2338 9.7 1561 8.3 

1973 2490 5.7 2522 7.9 1684 7.9 

1974 2062 -17.2 2112 -16.3 1467 -12.9 

1975 2449 18.8 2390 13.2 1622 10.6 

1976 2233 -8.8 2045 -14.4 146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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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977 2505 12.2 2374 16.1 1633 11.4 

1978 3479 38.9 3178 33.9 2208 35.2 

1979 3673 5.6 3448 8.5 2497 13.1 

1980 3802 3.5 3712 7.7 2716 8.8 

1981 3417 -10.1 3560 -4.1 2670 -1.7 

1982 3550 3.9 3716 4.4 2902 8.7 

1983 3738 5.3 4002 7.7 3072 5.9 

1984 4001 7.0 4384 9.5 3372 9.8 

1985 4384 9.6 4679 6.7 3692 9.5 

1986 5064 15.5 5221 11.6 4058 9.9 

1987 5503 8.7 5628 7.8 4386 8.1 

1988 5704 3.7 5943 5.6 4689 6.9 

1989 5820 2.0 6159 3.6 4859 3.6 

1990 6237 7.2 6535 6.1 5153 6.1 

1991 6765 8.5 7100 8.6 5638 9.4 

1992 7589 12.2 8093 14.0 6694 18.7 

1993 8738 15.1 8954 10.6 7707 15.1 

1994 9741 11.5 9261 3.4 8428 9.4 

1995 10529 8.1 9536 3.0 8980 6.5 

1996 10721 1.8 10124 6.2 9338 4.0 

1997 11511 7.4 10891 7.6 9987 7.0 

1998 11852 3.0 11459 5.2 10738 7.5 

1999 12533 5.7 12395 8.2 12102 12.7 

2000 13101 4.5 12850 3.7 13146 8.6 

2001 15554 18.7 15113 17.6 16068 22.2 

2002 17079 9.8 18225 20.6 19250 19.8 

2003 21367 25.1 22234 22.0 24108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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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04 26831 25.6 28291 27.2 31976 32.6 

2005 34375 28.1 35324 24.9 37771 18.1 

2006 40417 17.6 41878 18.6 46685 24.5 

 

 

2、国家投资建设宝钢（1978-1991） 

1978年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开放，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项目开工，由国家集中投

资，引进日本新日铁公司成套设备技术。宝钢建设工程是中国钢铁工业走上开放发展

新道路的代表性项目。1958年发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大量小钢铁厂生产工艺原始

粗糙，产品质量低劣，失败有目共睹。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发展

和钢铁工业遭受“文化大革命”动荡冲击。1960年中国钢铁产量1866万吨，同日本的

2200万吨差距不大。在以后近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处在封闭环境中，技术停步不前。

除70年代中期引进国外一米七轧机安装在武钢之外，中国钢铁工业现代技术装备几乎

空白。到1970年代末，很多小钢铁厂技术落后，产量很低，100多万吨产量的钢厂只

有五、六家，全国钢铁产量2000多万吨，品种单一。同时其，日本钢铁工业飞速发展，

中国钢铁部门受到强烈震动。日本全面引进欧美各国先进技术装备，建成以新日铁为

代表的8个千万吨级钢铁厂，1973年钢铁产量增大到1．19亿吨，钢铁产量和技术跃居

世界高峰。中国钢铁工业和日本钢铁工业的差距急速拉大。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宝

钢工程迅即开工。宝钢一期年产300万吨钢、二期增大到600万吨钢的现代化工厂于

1985年和1992年建成投产，生产出热轧带钢、冷轧带钢、钢管等钢材品种，填补了国

内当时不能生产的品种空白，产生出进口替代效果。建设宝钢这样的现代化大型钢铁

厂，重视提高钢铁生产技术水平，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钢铁工业发展一种新的做法。宝

钢的建成，对提高中国钢铁技术水平、改善中国钢铁产品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宝钢建设采取国家集中投资大力支持的发展模式，在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和经济

转型艰难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宝钢建设投入国家大量资金，改革开放初

期国民经济难以承受。宝钢一、二期工程共投资30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28亿元，完

全是国家财政出资。宝钢一期投资，相当于1979年财政支出总额和财政基本建设投资

总额的10%和24.9%，宝钢等大型项目集中使用国家财政资金，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占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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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支出比重上升到40%，财政负担加重，财政收支从1978年盈余10亿元变成1979年赤

字170.6亿元，财政赤字占国民收入5%。宝钢等大项目使用大量外汇，引发中国外汇

收支危机。1980年中国外汇储备降低到-13亿美元。宝钢工程的投资规模超过了当时

国民经济的支撑能力。宝钢项目受到国内广泛批评。1980年宝钢工程停工。不顾国力

花费大量外汇的“洋跃进”得到纠正。宝钢停工损失很大。半年后宝钢工程在争议中

复工。二是，宝钢的高技术高成本模式与中国现阶段发展状况很难相合。宝钢以高强

度投资方式建成了高技术高水平的钢铁企业，替代了进口产品，宝钢的生产效率、耗

材耗能、经营收益等指标在同行业中领先，但是，企业投资经营资金需要量大，在资

金不足和金融市场低水平情况下融资成本很高，高档次产品成本高因而销售价格高，

难以和大量低成本企业展开竞争，不得不要求国家的特殊支持和保护。国家对宝钢的

偏向支持，对很多钢铁企业形成歧视性压力，对其它钢铁企业的合理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三是，宝钢建设采用的是政府决策集中投资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方式在宝钢以

后的扩张发展中一直起着作用。宝钢的投资经营活动现在还和国家很多指令性配置安

排紧紧连在一起。调研中我们听到，宝钢的经营领导人说宝钢乃至钢铁工业的发展不

应该看市场变化，而应该按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安排进行。宝钢在钢铁工业具有的特殊

地位，强烈影响着国家钢铁产业政策和资源配置朝着宝钢所希望的方向倾斜。目前按

照宝钢意愿所形成的政策措施中有很多计划经济的做法，对钢铁工业的市场竞争和企

业重组产生不利影响。四是，宝钢只是国家制造出来的一个样板企业，不具有普遍的

示范效应。国家集中投入大量资金和政策支持建设大型钢铁厂，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只能建造出一个宝钢。其它钢铁厂不可能得到像宝钢这样多的国家资金投入。宝钢建

成后，可生产出其它钢铁厂生产不出来的优质钢材，但宝钢的钢铁产量只占全国钢铁

产量7%左右。单靠宝钢模式无法使钢铁工业整体规模和质量获得快速扩大和提高。从

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宝钢的建设发展模式并不一定是 优 有效率的。

很多钢铁厂没有得到像宝钢这样大力度的国家支持，走市场竞争道路，实现了比宝钢

更快的发展。在国家集中资源建设宝钢的时期里，宝钢实现了比其他钢铁厂都快的发

展，但是其他钢铁厂发展受到忽视或压抑，中国钢铁工业整体没能实现稳定快速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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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涨落中的钢铁产量增长（1992-2000） 

1992年和1993年宏观经济过热，GDP增长升高到14.2%、14.0%，投资增长高达

44.4%、61.8%。投资过热导致投资品供不应求，国内钢材供给缺口扩大，价格暴涨，

进口激增。各种公司和人员利用钢材紧缺和双轨体制漏洞倒卖钢材。钢材被当作投机

工具反复倒手，紧俏品种的钢材价格成倍翻番。1993年上半年经济过热和价格上涨到

高峰。1993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总指数上升35.1%，其中钢材价格上涨74.1%，

在所有投资品类中上涨幅度 高。钢材产量增长15.1%,、10.6%，跟不上泡沫暴涨的

钢材需求。1993年进口钢材3026万吨，进口量比上年增加近4倍，占当年钢材消费量

的28%。钢铁市场需求和价格高涨，刺激钢铁投资扩张，掀动起地方经济和民营经济

钢铁投资热。 

 

图 1. 1990 年-2006 年钢材价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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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以后，紧缩调控下的宏观经济逐渐降温，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减慢，钢铁

需求迅速从过热变为过冷。钢铁价格大幅度下降，钢铁企业收益下降，很多企业由盈

利变为亏损。这期间，钢铁产量继续增长，1996年钢铁产量突破1亿吨，1999年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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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超过1.2亿吨。产量增长加大价格下降压力，钢铁企业收益连连下滑。全部钢铁

企业利润总额从高峰期1993年的290.1亿元减少到低谷期1996年的50.5亿元、1998年

的9亿元，销售利润率从1993年的10.2%降低到1996年的1.9%、1998年的0.3%。有关部

门认为，钢铁价格下降导致企业收益下降，原因在于钢铁产量过多，市场供大于求，

只有减少钢铁供给量，才可解决钢铁价格下降问题。1999年，有关部门对钢铁行业采

取限产保价措施，要求钢铁企业连续三年产量递减10%，预定到2000年底将钢铁产量

总量降低到1.1亿吨以下至1亿吨以下。 

政府部门对钢铁企业实施减产限产措施，不仅想解决钢铁市场供大于求问题，

还想借限产措施促进结构调整，关闭中小钢铁厂，减少低劣钢铁产品产量。但是，地

方和民营中小钢铁厂依靠市场生存发展，不受行政措施约束，限产行政措施只对国有

大中型钢铁厂产生效力。大中型钢铁厂减产腾出的市场空间，很快被中小钢铁厂的产

量增加所补填。限产保价所产生的市场收益被产量增加的钢铁厂所获取。所有企业无

论大小都不愿意减产。从调研得知，很多钢铁厂表面服从命令，填写报表减产，实际

增大产量。限产措施实施以后，钢铁产量压不下去，仍然继续增加。1999年粗钢铁产

量突破1.2亿吨，比上年增长8.2%，2000年1.29亿吨，增长3.7%，2001年1.52亿吨，

大幅度增长17.5%。限产措施限制了听话的国有大钢厂，限制不住机动灵活的中小钢

厂。大钢厂优质钢铁生产受到限制，中小钢厂低档钢铁生产得到较快发展。限产措施

没有达到减少钢铁产量总量和优化产品结构的目的，不仅钢铁产量总量没有压减下

去，而且产品结构也未得到改善。限产措施实施结果与初始愿望相反，政策制定部门

本来想关小、限中、扶大，实际运行中变成了大厂受行政管制，小厂跟随市场变化自

主发展。2001年，限产措施的提法有所改变，强调限制滞销亏损产品、鼓励市场畅销

产品。限产措施根据市场变化情况作出调整，限产管制放松。2001年钢铁产量大幅度

增长17.5%，比上年升高13.8个百分点。在限产措施严厉执行的时候钢铁产量被压得

很低，限产措施一放松，钢铁产量就更大幅度地增长。限产措施先紧后松，没有实现

限产保价的目标，反而导致并加剧了钢铁生产的波动。 

从减产保价措施的失利，可以看到这一措施实施及其政策思路所存在的问题。实

际上，1994年以后钢铁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落，主要原因并不是有关部门所认为的钢铁

企业盲目过多生产，而是宏观调控部门为控制经济过热所采取的紧缩措施过于猛烈。

1993年上半年经济过热高峰时，各类价格全面高涨。1993年，居民消费价格上升14.7%，



 －10－

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升14%，原材料价格（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上涨35.1%，其中钢材

价格（黑色金属材料价格）上涨 高，高达74.1%。紧缩调控后，宏观经济由热变冷，

各种价格全面下落，钢材价格下降 快。1995年，钢材价格指数在原材料价格指数所

有分项价格指数中首先变为负数，为-1.8%。1997年至2002年期间，宏观经济整体下

滑到偏冷甚至过冷，各类价格指数纷纷下降到零以下。1998年、1999年宏观经济各项

指标下滑到 低谷，经济增长速度 低下滑到7.6%，投资增长速度 低下滑到5.1%。

这期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到-1.4%，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价格指数下

降到-4.1%和-4.2%，钢材价格指数下降到-5.3%。通货紧缩局势下的钢材价格下降，

主要是宏观调控紧缩力度过紧并且持续时间过长，而不是钢铁产量过多。广义货币M2

增长速度从1993年经济过热时的37.3%降低到连续多年15%以下，2000年降低到12.3%,

贷款增长速度从1993年的25.1%降低到2000年的6%。钢材价格下降，和各种商品价格

全面下降一样，是紧缩过度所导致的总需求全面下滑及通货紧缩不断加重现象。在这

种情况下，宏观调控部门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关部门对钢铁工业采取限产措施，

总需求下滑和通货紧缩加重顽症难以治理，钢铁价格下降问题自然也得不到解决。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发展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钢铁消费需求明

显增长，即使紧缩调控后经济增速下滑到低谷，钢铁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长。钢铁限

产措施提出连续三年减少钢铁产量10%，力图把经济增长速度压低到8%、钢铁产量压

低到亿吨以下的目标是不适当的。当紧缩调控将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到8%左右的时候，

钢铁限产措施始终没能够将钢铁生产压低到变成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从10%以上降

低到8%左右，钢铁消费需求减弱，但仍在继续增长。钢铁消费需求并没有减弱到要将

钢铁产量拉低到从正增长变为负增长的程度。1994年以后的几年里，宏观经济和钢铁

市场状况下落到低谷，钢铁生产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但并没有变成负增长。1996年，

中国钢铁产量在缓慢增长中超过1亿吨，成为世界上继美国、日本、原苏联之后第四

个钢铁产量上亿吨的国家，位居世界第一。1994年至1996年的三年期间，粗钢增长速

度仅为3.4%、3%和6.2%。1994年至2000年期间粗钢平均增长5.3%，低于1980年 “洋

跃进”下马之后1981年至1991年期间平均增长6.5%的速度。有关部门和很多钢铁专家

不把钢铁产量超亿吨看作是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成绩，而是把钢铁产量的这种增长看

作是市场企业盲目扩张的后果，是企业产能扩张偏离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目标的一种

失控现象。还有很多人一边称赞钢铁产量超亿吨的发展成果，一边批评钢铁产量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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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结构不合理。中国钢铁产量超过亿吨后还在继续增长，有关部门并不感到高兴，反

而忧心忡忡。有关部门认为，在钢铁价格下降情况下钢铁生产持续增长，加重了钢铁

价格和钢铁企业收益的螺旋下降。有关专家以发达国家钢铁产量超亿吨后供给过剩被

迫限产的故事为证据，论证中国钢铁产量超过亿吨弊大于利。有关部门以当前世界上

很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采取钢铁限产措施为例证，国际钢铁协会为解决国际钢

铁市场供过于求问题决定在2010年前关闭1亿吨钢的生产能力，钢铁产量 多的中国

更应该采取限产措施。但是，持钢铁限产观点的有关部门和专家忽视了中国经济正处

在钢铁消费需求增加的发展阶段这一特征。实际上，当前中国经济在正常增长状态时

存在着较快增长的钢铁需求，在1990年代中后期紧缩低谷时期总需求及钢铁需求有所

减弱也不至于减弱到要使钢铁产量下降的程度。在对中国经济和钢铁工业发展状况作

出误判的基础上所采取的限产减产措施，既没有达到将钢铁生产压低到负增长的不合

理目标，也没有取得调节钢铁市场供求、改善钢铁企业经营环境的合理效果。 

4、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的钢铁工业高速发展（2001-2006） 

2002年以后，钢铁生产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持续高速增长。2002年，宏观政策和运

行状态发生重要转变的前夕，钢铁投资和生产率先加速，钢铁产量增长速度升高到20%

以上。钢铁生产从波动性反弹上升推进到趋势性持续上升。2002年至2006粗钢平均增

长22.6%，2005年增长27.2%。2003年钢铁产量超过2亿吨，2005年超过3亿吨，2006年

超过4亿吨。钢铁产量每超过1亿吨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中国钢铁产量超过除中国以

外世界钢铁产量前四位的日美俄韩四国钢铁产量总和，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中

国钢铁产量短短几年里这样大量快速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产钢大国钢铁生产

高峰时期的水平。美国、日本、原苏联钢铁产量超过1亿吨一段时间后便转变为下降。

中国钢铁产量刚超过1亿吨的时候，有关部门和专家就开始忧虑钢铁产量过多造成滞

销等问题。在2001年钢铁产量超过1.5亿吨的时候，有关部门担心钢铁产量已经进入

到达顶点转变为衰退的危险时刻。从发达国家已发生过的情况看，1亿多吨是钢铁产

量的顶点。2002年初，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传典发表文章发出中国钢铁产量已经到

顶的警告，认为中国的钢铁产量应该控制在1.5亿吨以下，只可减少，不可增加。
1
政

府调控部门和多数专家认为，当前中国钢铁产量超过了合理需要量，存在着产能过剩、

                                                        
1 周传典：《我们到底需要多少钢？》，经济日报 2002 年 8 月 8 日《2002 年钢铁工业发展问题讨论

的回顾》《冶金经济与管理》200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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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小钢厂过多和波动风险。少数专家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当前

中国钢铁产量与需要量相适合，不存在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近几年中国钢

铁产量持续高速增长，钢铁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结构状态也得到了改进。担忧钢铁产

量过多的批评意见略微减缓。目前，钢铁生产集中度过低、企业兼并重组难于推进、

钢铁产品净出口趋于增大等等，成为中国钢铁工业面对的新问题。 

 

图 2.1949 年-2006 年中国钢材增长与产量 

1949年-2006年中国钢材增长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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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来钢铁工业发展变动 

1、钢铁产量在高基数上加速增长 

中国钢铁产量1996年超过1亿吨后继续增长。1997年至2000年粗钢产量每年平均

增长6.1%。这4年的增长率看起来不高，但在超亿吨高基数上增长的绝对量很大。从

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间，粗钢产量从135万吨增加到3100万吨，平均每年增长12.9%，

每年增加粗钢117万吨。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钢产量达到1亿吨的18年间，平均每年增

长幅度缩小到6.6%,每年增加的粗钢产量增大到380万吨。从粗钢产量超过1亿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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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增加到1.28亿吨，4年间平均每年增长幅度进一步缩小到6.1%，每年增加的粗

钢产量增大到680万吨。钢铁产量增大到亿吨以上，增长速度随基数升高而减缓。高

基数上较低的增长速度跟过去低基数上较高增长速度可比性较差。钢铁产业本来就是

绝对量受到特别重视的特殊产业。钢铁产量超过1亿吨以后，按常理增长率将逐渐降

低下来，巨大产量的绝对数变化将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然而，近年来中国钢铁工业

出现超乎寻常的快速发展，每年钢铁产量在高基数水平上增加的绝对数量巨大，而且

增长速度很高。 

中国钢铁产量2000年超过1.2亿吨以后，每年产量增加的绝对数量惊人。2001年

粗钢增加量2200万吨，相当于改革开放前夕钢铁工业经20多年艰苦发展达到的全年总

产量，超过了当年粗钢产量排世界第11位的法国全年总产量。2002年至2004年各年分

别增加粗钢产量3100万吨、4000万吨、5000万吨，依次超过当年第8名巴西、第7名乌

克兰、第5名韩国的全年总产量。2005年粗钢增加量8300万吨，超过第4名俄罗斯的全

年总产量。按此趋势发展，中国每年增加的粗钢产量很快将超过世界第3的美国和世

界第2的日本全年总产量。2006年中国粗钢总产量近4.2亿吨，超过粗钢产量紧跟在中

国之后的前6个国家产量总和，占世界粗钢产量总和的1/3。 

中国钢铁产量超过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很多发达国家，占世界钢铁总产量

很高比重，同时，中国钢铁生产过程所使用的铁矿石等原材料占世界比重也迅速升高，

能源、水等耗费量、污染排放量也同样巨大。中国使用的铁矿石占世界铁矿石产量的

50%。 

近年来中国钢铁产量在高基数上增长，速度没有减慢反而加快。2001年中国粗钢

产量增长17.5%，2002年至2005年增长速度连续4年超过20%，2004年增长27.2%，2006

年增长速度略微回落仍高达17.7%。目前增长势头强劲，粗钢产量已经超出4亿吨，还

看不出速度将会大幅度减慢的迹象。 

自改革开放前夕起钢铁产量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同起同落（图表）。

第一轮起落发生在1976年至1981年期间，GDP增长率从第一个低点1976年的-1.6%上升

到1978年高点11.7%后下落到第二个低点1981年的5.2%，粗钢产量从1976年负增长

-14.4%的低点上升到1978年的33.9%，然后大幅度下落到1981年的-4.1%。第二轮起落

出现在1981年至1990年期间，GDP增长率从第二个低点1981年的5.2%上升到第二个高

点1984年的15.2%，然后下落到第三个低点1990年的3.8%，粗钢增长率从1981年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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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上升到1984年高点9.5%，粗钢增长率起步低点和上升高点的年份，和GDP增长率

低点高点的年份一样，然后粗钢增长率下落到1989年低点3.6%，比GDP的低点年份略

早一年，增长率落得较低一些。第三轮波动，GDP增长率从第三个低点1990年上升到

第三个高点1992和1993年的14%，然后下落到第三个低点1999年的7.6%，同一期间，

粗钢增长率从低点1989年上升到1992年的14%，粗钢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高点年份和

增长高度相同，然后粗钢产量下落到低点1995年的3%和2000年的3.7%，粗钢增长下落

低点2000年比GDP低点年份略晚一年，增长率下落得更低。第四轮波动，GDP增长率从

低点1999年上升到2006年10.7%的高点，2007年GDP可能还将继续高速增长，同时期，

粗钢增长率从2000年低点开始了持续至今的高速增长，连续5年大幅度上升到高点

2005年的27.2%，2006年粗钢增长率有所下落但仍然很高，从GDP还将继续高速增长的

趋势看，粗钢增长率减缓只是高速增长区间内的调整，钢铁产量还将继续高速增长。    

从图3可以看到，钢铁产量和经济总量增长同步变动，粗钢增长变动幅度较大。

第一次波动，粗钢增长率起落大幅度超出GDP增长率变动幅度，第二次和第三次波动，

粗钢增长率升高未超过GDP增长高点，增长率下落比GDP下落得更低。2000年以前粗钢

增长速度总体上低于GDP增长速度。近年来发生的第四次波动和以前波动不同，粗钢

增长率连续6年大幅度高出GDP增长率。近几年钢铁产量增长速度高出经济增长速度，

是在过去长时期里较低增长速度基础上的加速，可能是以前过低增长缺口所引起的弥

补性增长。单从2001年以来几年钢铁增长情况看，增长速度很高，再加上钢铁产量基

数很高，每年增加量很大，很可能已形成钢铁产量过高过多增长，潜伏着产能过剩继

而剧烈下跌的风险。但是，换一个角度，从改革开放近30年较长时期钢铁增长及其与

经济增长同步变动的相互关系看，近几年钢铁产量在高基数上大增量高速增长，可能

是当前经济增长加速和以前钢铁增长过低缺口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钢铁

产量高速增长和今后时期一定幅度的下落都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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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76 年-2006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粗钢产量增长 

1976年-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粗钢产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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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三年钢铁产量年度内波动幅度很大 

2001年以来钢铁产量增长速度持续上升，年度之间增长变化幅度并不很大，但是，

2004年以来的三年里，每年上下半年间都发生了很大波动，都是先起后落，年初或上

半年增长速度大幅度上升，下半年大幅度下落，年度内波动幅度很大。2004年，2月、

3月钢材产量增长37.7%和26.6%，5月份陡然下落到14%，落差达20多个百分点，下半

年逐月回升，到年底升高到25.6%。2005年，5月份钢材产量增速高达35.5%，然后大

幅度下落到21%，下落14个百分点，到年底下落到更低的17.4%。2006年6月份钢材增

长32.1%，然后大幅度下落到16.6%,下落15个百分点，到年底又回升上来。钢材产量

大幅度波动主要受市场预期和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2003年钢材产量出人意料地大幅

度增加到2.4万吨以后，钢铁企业不得不跟紧屡屡打破预想的市场需求扩张之势，同

时又对钢材市场饱和及宏观紧缩调控造成的下落突变保持很强的警戒感。每年年初，

各种经济预测都较为乐观，很多新上投资项目抢先开工，以防落在后头被宏观调控“一

刀切”切掉。年初投资扩张和钢材需求连续几年超过上年底预测水平。一季度或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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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资增速过快的数据公布以后，宏观调控部门立即采取一连串的货币紧缩和行政控

制措施。每年一季度或半年度过后控制钢铁投资过热的严厉措施出台，很多钢铁生产

企业和贸易企业以为钢铁市场将发生和1993下半年采取控制措施以后那样长时期的

滞销下滑，贸易企业恐慌抛售，生产企业减量生产。2004年4月份的控制措施极为严

厉，5月份钢材产量增长速度下降到钢铁生产回升以来没有过的低点。钢材产量增长

速度大幅度下滑的月份，钢铁产量绝对额减少。2004年5月、2005年6月、2006年7月

钢材产量比高峰月份减少了100万吨左右到200多万吨。从图中看，2004年以来的三年

间，钢材产量增长出现了三次高峰四次低谷，波动幅度逐次缩小，呈现出波动幅度减

缓的趋势。 

 

图 4. 2002 年-2006 年钢材产量及增长速度月度变动 

2002年-2006年钢材产量及增长速度月度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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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铁投资从高速增长变为负增长 

2001年，钢铁工业投资从连续5年下降转变为高速增长，当年增速高达37.8%。主

要与钢铁限产措施放松的政策变化有关。这一年宏观经济还没有从货币紧缩调控的低

谷中回升上来。从图表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1985年前后和1992年、1993年货币

M2增长速度过高，达30%以上，经济过热，全社会总投资和钢铁投资增长速度都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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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以后货币M2持续紧缩，货币量和全社会投资都下落到低谷，钢铁投资下降更深，

1997年下降到-19%。2001年钢铁投资从低谷起步，增长幅度很高，但投资额不高，还

没有恢复到投资下降之前1995年的水平。 

2002 年下半年，实行多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开始放松。广义货币 M2 和贷款增长

速度分别从 5 月份的 14%以下升高到年底的近 17%。被压抑过低的国内需求随着货

币政策的放松开始释放扩张，中国经济由此开始摆脱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制约，

转向需求扩张拉动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下半年开始加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增加值从上半年增长 12.4%升高到年底增长 14.9%，GDP 增长速度从上半年的不到

8%升高到年底的 9.1%。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从上年底的 13%升高到近 17%。钢铁投

资在已经回升起来的基础上更快增长。 

图 5. 1980 年-2006 年总投资、钢铁投资和货币增长速度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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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钢铁投资爆发性扩张。上半年，货币M2和贷款增长20%以上，全社会投

资增长30%以上，钢铁投资增长速度更快，一季度和上半年高达153.7%和 133%。下

半年，货币政策温和收缩，投资增长速度平稳减缓。2004年初投资更高幅度增长，

2 月份，全社会投资增长 53%，钢铁投资惊人增长 172.6%，在冶金、建材等热点行

业中投资增长速度 快。随后，钢铁投资受宏观调控严厉措施和市场降温影响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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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当年底下落到 26.9%的正常增长范围内。2005 年初钢铁投资同比增速出现 2

个月的负数，和上年投资基数过高影响有关。2006年钢铁投资增速继续下落，上半

年和下半年出现连续几个月负数，大多数月份投资增长速度低落到 2%以下及零以

下。 

 

图6.  2002年-2006年钢铁投资增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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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钢铁投资从10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下落到零以下负增长。这样剧烈

的投资波动，引起人们对1958年“大炼钢铁”和1993年“钢铁泡沫”重演的担心。

当前钢铁投资下落为负增长，究竟是近几年钢铁投资过热将导致泡沫崩溃，还是钢

铁投资快速增长过程中的正常波动，对此问题有关部门专家意见分歧，争论不休。

到目前为止的钢铁投资变动事态，还无法给争论任一方以可靠的证据支持。 

4、钢铁价格由高涨变为下降 

2003 年钢铁价格从多年下降变为上涨。在此之前，1995 年至 1999年钢材价格

（黑色金属材料价格）连续5年同比下降，分别为-1.8%、-0.7%、-2.6%、-4.9%、

-5.3%，2000年和 2001年微弱回升，2002年又下降为-1.8%。2003年一季度，宏观

经济发生由冷到热的明显变化，总需求由弱转强，钢材价格由上年下降变为上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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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大幅度上涨5%，建筑用部分钢材品种上涨10%以上。这一年，钢材价格逐月上

涨，全年累计上涨7.9%，12月上涨到全年 高点14.2%。2004年 1月至 4月，钢材

价格更快上涨，到4月份比上年同月上涨24.8%。4月底，控制钢铁投资过热的严厉

措施出台，5 月份钢材价格涨势发生转变，从涨幅连续升高转变为涨幅连续下落。

2005年 12月，钢材同比价格指数下落到零。2006年 1月份，钢材价格同比指数从

正数变为负数，连续11个月下降，5月份 低下降为-3.6%，到 11月份下降为-0.4%。

2006年 12月和 2007年 1月钢材价格指数微弱回升到0.3%。 

图 7. 2002 年-2006 年中国钢铁、能源原材料价格月度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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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初到 2004 年 4 月，钢材价格急速上涨，涨幅很高。很多人认为又发生

了和1993年一样的经济过热和钢材价格泡沫飞涨。钢铁贸易企业异常活跃，很多公

司又像1993年那样参与钢材投机倒卖。钢材价格被炒得过高，有的钢材品种价格上

涨一倍多，建筑用普通线材价格从经济低谷时期每吨不到2000 元上涨到4000 元以

上。这一段时期钢材价格涨幅很高，但远没有1993年钢材泡沫时期上涨得高。2004

年 4月高峰时涨幅 高的钢材价格上涨1倍多，而1993年有的地方的钢材价格一个

月内上涨几倍。人们经历过钢材价格的暴涨暴落，特别是1993年下半年以后钢材价

格暴跌和意想不到的价格下降持续10年之久，此轮价格上涨之前，一些钢材倒卖企

业还积压着10年前的钢材。钢材贸易企业和生产企业接受了惨痛教训，对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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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很高警惕。专家们热烈讨论钢材价格是否出现泡沫等问题。钢材贸易企业在价

格上涨时普遍不过多购进囤积钢材，担心钢材价格突然下降措手不及。宏观调控稍

有风吹草动，钢材投机商便神经紧张抛售钢材。 

2003年一季度钢材价格高涨，宏观调控风声趋紧，二、三季度钢材价格涨势减

缓。2003年四季度和2004年一季度，有关部门发布控制钢铁投资过热的行政文件，

对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不起作用，宏观调控雷声大雨点小，钢材价格上涨更快。2004

年 4月底宏观调控严厉措施突然出台，人们害怕又发生1993年下半年以后那样延续

长久的价格下降。钢材流通企业恐慌性抛售，钢铁厂连连降低产品出厂价格。5 月

上旬短短一周多时间，主要钢材品种价格暴跌到低于成本，建筑用线材价格下降到

每吨2000元以下。5月中下旬，有关部门采取行政协调措施才使钢材价格缓慢回升

起来。2005年下半年钢材价格又重复出现和上年相似的大幅度下降。7月份，针对

钢铁投资分散化问题的钢铁产业政策出台。9 月份以后，钢材价格大幅度下落。冷

轧钢板等新型钢材品种价格从每吨7000元以上下降到4000 元，甚至比生产成本低

得多的线材价格还低。年底，钢材价格同比价格指数下落到零。2006年钢材价格指

数下降为负数。 

2003 年初钢材价格开始大幅度上涨，但没有出现像 1993 年上半年那样疯狂的

飞涨。宏观经济迅速升温，投资增长速度和经济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升高，但没有

升高到1993年那样过热失控的程度。微观市场活动主体和宏观调控部门从1990年

代初以来的经济变动和市场波动中获得了经验知识，具有了防范经济过热和过度下

滑的风险意识和应对行为。钢材价格上涨到一定高度，市场自律行为和宏观调控便

做出预防反应，钢材价格没有涨高到像1993年那样离奇继而崩溃的程度。钢材市场

中存在着倒卖投机行为，很多钢铁企业的投资和生产采取短期行为，对市场变动和

政策动向过于敏感，造成钢材价格涨落变动频繁，涨落幅度很大。但是，投机不是

造成钢材价格涨落的主要原因。总需求稳定扩张所引起的钢材供求变化，决定和影

响着钢材价格的涨落。价格涨落受到市场实质需求和钢材使用企业价格承受力的制

约。钢材价格涨落反映了宏观经济的热冷程度和市场供求状态走势，成为钢铁生产

和贸易厂商调整经营行为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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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钢铁贸易从净进口转变为净出口 

2003年汽车、房地产及其相关原材料产业如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机

械设备等投资全面扩张。投资需求高涨，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投资品因此变得

紧缺。2003年进口钢材大量增加，达3717万吨，超过1993年经济过热时的进口量。

中国钢铁产品进口除了受钢铁表观消费需求总量影响外，还受消费需求结构和国内

替代品竞争力的影响。近几年中国钢铁产品进口与国内总需求同落同起，钢铁产品

进口大量增加主要是国内总需求扩张而不主要是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所引起。2003年

钢铁进口需求旺盛，钢材制成品进口量增大，生铁、钢坯等钢铁初级品进口量也一

同增大。2003年前后国内需求上升时期，生铁等初级品进口占钢铁进口总量比重高

于1997年前后国内需求低沉时期。钢铁表观消费需求大于国内钢铁供给，钢铁产品

净进口增大。钢铁净进口增大，特别是生铁钢坯等初级产品进口量增大，清楚地表

现出国内钢铁需求超过了国内钢铁产能。这样的净进口增加表现出和需求低沉时期

结构依赖型进口不同的态势，进口主要随国内需求总量扩张而增大。这种情况下的

钢铁净进口变化，是观测钢铁需求与钢铁产能关系的重要参考指标。2003年至 2004

年 4月的钢铁热潮高峰过后，钢铁需求及价格热度逐渐降温，钢铁产品进口量逐渐

减少，出口量逐渐增大。2004年下半年以来钢铁净进口缩小，表现出钢铁需求过热

转为需求平稳的变化趋势。2005年钢铁产品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净进口趋于消失。

2006年，钢材出口量增大到4301万吨，超过了2003年进口高峰时的进口量，进口

量减少到1851万吨，比进口高峰年份的进口量少了一半，到年底，钢材出口比进口

多2450万吨。2003年进口大量增加，净进口扩大压力剧增，2006年出口快速增大，

净进口变成了净出口。这一转变，可能表现出中国钢铁工业国际竞争力由弱到强的

变化，也可能意味着中国钢铁工业这才真正进入了难以对付的产能过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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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钢材表观消费与进出口变动     万吨、% 

 

钢材 

消费量 

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净进口 

净进口/消费

量 

1990 5312 5153 368 209 159 3.0 

1991 5642 5638 333 329 4 0.1 

1992 7077 6694 710 327 383 5.4 

1993 10621 7707 3026 112 2914 27.4 

1994 10537 8428 2283 174 2109 20.0 

1995 6784 8980 1397 593 804 11.9 

1996 10514 9338 1598 422 1176 11.2 

1997 10847 9987 1322 462 860 7.9 

1998 11623 10738 1242 357 885 7.6 

1999 13220 12102 1486 368 1118 8.5 

2000 14121 13146 1596 691 905 6.4 

2001 16950 15702 1722 474 1248 7.4 

2002 21154 19250 2449 545 1904 9.0 

2003 27129 24108 3717 696 3021 11.1 

2004 31230 29723 2930 1423 1507 4.8 

2005 38301 37771 2582 2052 530 1.4 

2006 44235 46685 1851 4301 -245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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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钢铁产品进口总量和结构          万吨、% 

 钢材
生铁等 钢铁产品 

进口总量 

生铁等/ 

进口总量 生铁 钢坯 钢丝 

1991 332.6 75.8 38.5 33.0 4.3 408.4  18.6  

1992 710.0 215.5 24.5 181.0 10.1 925.5  23.3  

1993 3026.0 760.9 100.0 638.0 22.9 3786.9  20.1  

1994 2282.8 338.4 40.0 263.3 35.1 2621.3  12.9  

1995 1397.2 96.9 13.6 64.5 18.8 1494.2  6.5  

1996 1598.4 59.6 4.3 39.8 15.5 1658.0  3.6  

1997 1322.5 64.6 5.5 39.5 19.6 1387.1  4.7  

1998 1241.6 92.9 3.0 69.1 20.8 1334.5  7.0  

1999 1486.3 245.8 8.7 213.5 23.7 1732.1  14.2  

2000 1596.1 525.5 1.8 490.1 33.6 2121.6  24.8  

2001 1721.7 919.6 48.0 836.2 35.4 2641.4  34.8  

2002 2448.8 576.2 64.8 468.7 42.8 3025.0  19.0  

2003 3716.9 691.3 51.3 593.5 46.6 4408.2  15.7  

2004 2930.3 518.9 81.8 390.4 46.8 3449.2  15.0  

2005 2581.6 199.6 27.0 135.3 37.3 2781.2  7.2  

 

 

6、产能扩张中的结构变化 

钢铁市场需求高涨，吸引大量资金投向钢铁产业。钢铁厂投资建设热潮迅速升温。

有关部门严厉批评钢铁厂投资热，指出地方经济和民营经济投资建设中小型钢铁厂造

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使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问题更加严重。根据小钢铁

厂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差。有关部门强调中国钢铁工业的主要问题在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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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合理。中国超过亿吨的钢铁产量中普通低档钢材占有很大比重，生产能力中处于

国内落后和一般水平的设备技术占一半左右。这些低档产品只能低价销售，形成产量

增加、效益下降的恶性循环。有关专家指出，现今产钢国已完成从吨位扩张到结构优

化的战略转移，中国不少钢铁企业还在使用平炉、模铸、初轧等老技术，和世界先进

水平的差距还在快速拉大。中国钢铁厂数量过多，多数规模过小，技术水平过低。小

钢铁厂采取低成本、少投资、快见效的方法，不作长期打算，市场上一出现畅销的建

材等普通钢材产品，小钢铁厂便竞相进口国外淘汰设备，迅速生产，抢占市场机会。

小钢铁厂面对国外钢材进口冲击无力以对，只能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国内竞争上，采

用各种方式，不守规则，投机取巧，建造落后的小高炉、小炼钢、小轧钢，生产廉价

产品，对注重长远发展的大型钢铁企业造成冲击。2003年新一轮钢铁投资热出现以后，

民营钢铁厂投资大幅度增长，占新增钢铁投资的80%以上。几年前已经被有关部门采

取措施关停的小钢厂又开始恢复生产。有关部门发布清理整顿小钢铁厂的行政指令，

要求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装备和产品，详细列出淘汰设备名目，如拆除淘汰平炉，淘汰

平炉炼钢，大中型企业加快淘汰正在使用的小电炉、小转炉等落后工艺装备，鼓励优

势企业生产优质产品和新产品，对线材、螺纹钢、中厚板和热轧薄板等易于生产的钢

材品种采取控制产量的行政措施。中国钢铁厂很多，规模很小。2002年排位在前的280

多家钢铁厂平均生产规模不到70万吨，年产量500万吨以上的钢铁厂只有8家，产钢量

占全国的32.4%，其中 大的宝钢集团钢产量只占全国的8.9%，年产钢300-600万吨钢

的钢铁厂有10家，产钢量占全国的19.9%。而年产钢300万吨以下的钢铁厂有200多家，

产钢量占全国的47.7%。没有列入统计的小钢铁厂很多，仅县以上钢铁厂就有1000多

个。大规模、高水平的钢铁厂在全国占比重过低，造成钢铁产品结构技术水平过低。

2003年中国钢铁工业的板带比为34%，而市场消费的板带比为42%。2003年进口的3717

万吨钢材中，绝大多数为冷轧薄板、镀锌板、不锈钢板、冷轧硅钢片等高附加值板带

材产品。优质钢材的生产能力不足，依赖进口，而普通钢材生产能力过剩，长材产量

超过全部钢材产量的60%。2003年开始建设的钢铁厂，50%以上生产长线等产品。一些

地方政府从用各种优惠政策支持民营资本建设钢铁厂。中小钢铁厂吨钢耗能耗水远高

于大型钢铁厂，环保投入不足，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资料中，钢铁企业分为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其他企业。

所谓“其他企业”是指除重点大中型企业之外的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没有列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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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管理，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等。“其他企业”中也包括一些较

大的企业，如近年开始参加钢铁工业统计的一些民营钢铁企业的产量达到100万吨

-400万吨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数据年鉴》中，按行业分的钢铁工业（黑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企业分有大中型工业企业，除大中型工业企业之外的规模

以上钢铁工业企业可视为“其他钢铁企业”。两种分类统计很接近。从国家统计局的

分类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大中型钢铁企业数量在全国规模以上钢铁企业中占13%

左右。近年来大中型钢铁企业数量不断增加，1999年至2005年，大中型钢铁企业从389

个增加到970个，在全部钢铁企业中所占比重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平

均资产规模在20亿元上下，大中型钢铁企业数量增多，资产规模略微缩小，表明不断

有新建的大中型钢铁企业或已有钢铁企业发展加入到大中型钢铁企业队列里。大中型

钢铁企业资产在钢铁企业总资产中占有近90%的很高比重。在钢铁投资热的2003年里，

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占钢铁企业总资产比重大幅度提高，超过90%。从统计数据可以

看到，2003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了比普通中小企业更快的资产扩张。大中型钢

铁企业资产利润率等经济效益指标明显好于其他企业，在2003年钢铁热度升高以后的

年份里，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率进一步升高。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大中型钢铁企业快速

发展和有关部门不容乐观的描述状况不同。民营钢铁企业投资并不像有关部门所担心

的那样在投资总额中比重提高。中小钢铁企业投资在钢铁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很低，

几千家中小钢铁企业资产只占钢铁企业资产总额的10%多一些。在钢铁投资热中投资

比重没有上升反而降低。中小钢铁企业无论在数量扩张方面还是收益效率方面都处于

劣势。钢铁工业规模效益明显，中小钢铁企业的小规模投资不大可能对大型钢铁企业

造成多么严重的冲击，中小钢铁企业在大型钢铁企业的强大压力下生存空间越来越

小。 

再看按国有钢铁企业和民营钢铁企业（非国有钢铁企业）分组的主要经济指标比

较。本表和上表出自同一来源，数据样本相同，只是分组不同。本表中国有钢铁企业、

民营钢铁企业分别和上表中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其他企业类似，数值接近。本表中

国有钢铁企业单位数逐年减少，而上表中与国有钢铁企业数据相似的重点大中型钢铁

企业单位数逐年增加，这表明，国有钢铁企业还在不断地改制为民营企业，使国有钢

铁企业数逐渐减少。上表中，2005年重点大中型企业970家，比下表中同年国有企业

                                                        
2 邱宣恺：《全国“其他”企业钢铁生产勿容忽视》，《冶金管理》2005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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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多出563家，表明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中至少有563家企业为民营企业。例如目前排

在大中型钢铁企业前列的建龙钢铁公司、南京钢铁公司就是由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

业的。国有钢铁企业数量不断减少，企业资产规模显示不断增大，到2005年，407家

国有钢铁企业平均资产为28亿元。国有钢铁企业资产在钢铁企业资产总额中比重从近

90%下降到接近60%，而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比重保持很高比重。国有钢铁企业和大中

型钢铁企业一样具有较高的利润率。民营钢铁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规模较大，平

均资产规模超过亿元，利润率也较高，和国有企业接近。民营钢铁企业中包括大型钢

铁企业。从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为大型民营钢铁企业和新建的大型民营钢铁企业，灵活

的市场机制和现代大型钢铁企业的规模经济相结合，高效率快速发展。2003年，民营

钢铁企业利润率比上年大幅度升高，超过国有大型钢铁企业的利润率，大量民营资本

进入钢铁领域，对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形成竞争冲击。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利润率比上年

大幅度降低。钢铁产业中的民营资本比重迅速升高，2003年至2005年升高了20多个百

分点。民营钢铁企业资产比重很快将超过50%。 

表 4.    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和其他钢铁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钢铁企业单位数

（个） 

资产(亿元)/钢铁企

业 

资产(亿元)/全部资

产 
资产利润率（%） 

 重点大

中企业 

其他企

业 

重点大

中企业 

其他企

业 

重点大

中企业 

其他企

业 

重点大

中企业 

其他企

业 

1999 389 2653 19.44 0.38 88.30 11.70 0.4 0.6 

2000 369 2628 21.69 0.47 86.74 13.26 1.7 1.7 

2001 383 2793 22.93 0.36 89.64 10.36 2.0 2.4 

2002 371 2962 22.75 0.39 87.94 12.06 3.1 3.1 

2003 689 3430 16.03 0.28 91.88 8.12 5.2 3.4 

2004 666 4281 19.86 0.37 89.38 10.62 7.3 4.5 

2005 970 5679 17.37 0.37 88.91 11.09 5.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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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国有钢铁企业和民营钢铁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钢铁企业单位数(个) 资产额(亿元)/钢铁企业 占全部钢铁企业资产

(%) 

资产利润率 (%) 

 国 有 企

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1999 793 2249 9.61  0.42 89.0 11.0 0.2 1.9 

2000 702 2295 11.35  0.55 86.4 13.6 1.5 3.2 

2001 622 2554 13.83  0.47 87.8 12.2 1.8 4.0 

2002 550 2783 14.39  0.61 82.5 17.5 9.3 1.1 

2003 485 3634 18.20  0.88 73.4 26.6 4.8 5.9 

2004 454 4493 22.62  1.01 69.4 30.6 7.2 6.6 

2005 407 6242 28.63  1.17 61.5 38.5 5.8 5.3 

 

 

从下表可以看到，大中型钢铁厂在各种主要钢铁产品中占有较高比重。中小钢

铁企业产品所占比重不高，也起着重要作用。1998年和 1999年钢铁需求低谷时期，

中小钢铁企业受限产措施和市场低落影响较小，产量占总产量比重较高。2001年至

2002年期间，钢铁产量恢复性增长，有关部门放松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限产措施，

加强对中小钢铁企业的产量限制，强制关闭85家小钢铁厂。这期间，中心钢铁厂产

品比重大幅度降低。2003年以后，国内钢铁需求扩大，钢铁表观消费量增大，各类

钢铁厂扩大产能产量。中小钢铁厂产能扩大速度较快，产品比重稳步上升，减缓了

净进口过大可能造成的冲击。 

2003年前后钢铁投资热度急速升高，地方经济和民营经济资本大量投入钢铁产

业。钢铁产能产量快速扩张。有关部门认为，大量企业参与的钢铁产能产量快速扩

张是低水平粗放式扩张，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得不到提高和改善，应当采取限制产

能、抬高门槛、制定设备技术强制性指标的措施提高企业集中度，推进产品结构升

级。控制钢铁盲目投资的文件、着重治理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的产业政策接连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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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和民营经济反而加快投资步伐，展开争当钢铁产业排头兵的投资竞赛。行

政政策措施和产能过剩威胁，对钢铁企业形成巨大压力。钢铁企业争夺市场份额和

政策准入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钢铁工业主要比例关系在企业激烈竞争中得到明显

改善。有关部门和钢铁部门长期困扰于板管带比不高及产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得不

到解决。整个90年代板管带比难以稳定上升到消费需求所要求的40%以上。钢铁市

场需求从高涨转入平稳，产能过剩危机隐现，投资过热时期建设起来的很多钢铁厂

即将结束短暂的生命历程。钢铁企业竞争加剧，推动钢铁产业结构升级求生。2004

年、2005 年，板管带比连续大幅度上升到46%。中国钢铁工业居然在产能过剩的忧

虑中实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构改进。 

 

表 6.      大中型钢铁企业和其他钢铁企业钢铁产品结构             % 

 生铁总计 粗钢总计 钢材总计 

 大中企业 其他企业 大中企业 其他企业 大中企业 其他企业 

1998  53.8 46.2 61.8 38.2 51.6 48.4 

1999 54.5 45.5 61.1 38.9 51.1 48.9 

2001  84.5 15.5 94.1 5.9 80.3 19.7 

2002  79.0 21.0 91.2 8.8 79.6 20.4 

2003  72.3 27.7 83.5 16.5 71.4 28.6 

2004  77.8 22.2 85.0 15.0 70.4 29.6 

2005  72.6 27.4 79.8 20.2 65.8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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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国钢铁工业主要比例关系变化               % 

年份 铁钢比 材钢比 板管带比 连铸比 
低合金钢

比 
合金钢比 

1990 0.94 0.78 37 22.3 15.4 6.3 

1991 0.95 0.79 37.2 26.5 16 6.4 

1992 0.94 0.83 37.4 30 16.2 5.4 

1993 0.97 0.86 36.7 33.9 17.2 5.6 

1994 1.05 0.91 36.6 39.5 21 6 

1995 1.1 0.94 39.2 46.5 20.2 5.5 

1996 1.06 0.92 39.5 53.3 20.6 5.2 

1997 1.06 0.91 41 60.7 21.7 5 

1998 1.03 0.94 38.6 68.8 23.8 5.3 

1999 1.01 0.98 39.4 77.4 24.4 4.8 

2000 1.02 1.02 41.7 85.3 25.7 5.2 

2001 0.97 1.04 39.7 88.2 26.9 5.7 

2002 0.94 1.06 40.9 91.2 26.7 6.2 

2003 0.96 1.08 41.9 93.5 28.8 5.8 

2004 0.95 1.13 44.1 95.9 32.9 5.9 

2005 0.97 1.07 46 97 34.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