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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6月 30日，江苏沙钢集团创始

人、董事局主席沈文荣，因病医治无

效逝世，享年78岁。

沈文荣有着“中国卡耐基”“钢

铁大王”等称号，是中国钢铁行业

的实干家，作为钢铁行业的外行，他

凭着敏锐的嗅觉和判断力，乘着改

革开放的东风，成为中国钢铁行业

的引领者之一。

1975 年沙钢集团靠 45 万元自

筹资金在长江边出发，如今多年蝉

联民营钢铁规模第一，沈文荣一手

缔造了这一奇迹。

热爱

2023年，沙钢以 4054万吨粗钢

产量名列中国第四、全球第六，在国

内仅次于中国宝武、鞍钢集团与河

钢集团三家国企，继续稳坐最大民

营钢铁企业之位，同时也以 427.84
亿美元营收，连续 15年入选《财富》

世界 500强，排第 348位，15年累计

提升近百个名次。

这背后是缔造者沈文荣经年累

月的辛苦劳作。

2019年，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对

沈文荣做专访时，沈文荣的办公桌

上除了文件，还有一大堆药品。沈

文荣当时说不吃饭可以，不吃药可

不行。

但这挡不住他一刻不停地工

作，他表示：“人一辈子各有各的爱

好，我的爱好就是搞钢铁。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想要做的事并不累，也

不会感到苦，你会感觉到这个工作

就是享受。”

沙钢从一家轧花厂下属车间，

变成世界 500强，沈文荣关键时期

的决策居功至伟。沙钢创造了行业

奇迹，显示了民营企业的强大生

命力。

大邱庄和华西村以钢铁打响名

声时，沈文荣还默默无名，但是最终

沈文荣走得更远，成就更大。

上海市原市长徐匡迪曾在参观

企业之后表示：“你们知道我有什么

感觉？像触电。以前我只听说过沙

钢，一直没有机会看一看。看了，觉

得和我听到的是名副其实的。我当

上海市长时，宝钢搞一个 300万吨

的项目，要调动全国的力量花上七

八年才能投产。现在，一个县级市

的沙钢依靠自己的力量，仅用两三

年时间一鼓作气就搞成了 650 万

吨，说明我们的国力大大提高了！”

跨行

沈文荣 1968 年中专毕业后进

入了沙钢的前身——锦丰轧花剥绒

厂，成为一名普通的钳工。当时的

轧花厂承担着沙洲县 20万亩棉花

的加工生产。1974年，沈文荣成为

车间主任。

轧花厂每年进行机械维修和技

术改造、提升时都会遇到一个棘手

的问题——缺钢材。“那个年代整个

沙洲县一年通过国家拨资分配的钢

材只有4.8吨。”沈文荣曾回忆，轧花

厂每年只能分配到 500 公斤—600
公斤的钢材用于技术改造，这远远

不够。

跟着需求往前冲。1975年，沙

洲县财政贷款 20万元，加上轧花厂

之前攒的 25万元，轧钢厂成立了，

只拥有一间小型轧钢车间，沈文荣

成了轧钢厂负责人之一。当年 6月

10日，这家企业被命名为沙洲县轧

钢厂。

轧钢厂的原料是从周围的苏

钢、上海钢铁、江西钢厂买回来的边

角废料，切头切尾、重新轧制。第一

年就生产了 1625吨钢材，赚了五万

元，第二年生产 2027吨，赚了不到

十万元。

1983年，钢铁厂和轧花厂分开，

沈文荣出任钢铁厂副厂长。1984
年，38 岁的沈文荣成为钢铁厂的

厂长。

沙钢靠规模化生产钢窗料，找

到市场缝隙，满足房地产行业需求，

打开了知名度。上世纪 80年代末，

沙钢建成 4 条窗框钢专业化生产

线，年产量达 13万吨，国内市场占

有率达到 60%，成为了国内钢窗料

生产第一品牌。“当时每天都有 100
多辆车在沙钢厂区排队提货。”沈文

荣回忆当时的景象。

引进

这只是抓住市场空白，想要大

发展，就要有技术，进入炼钢环节。

1988年，沈文荣决定与香港永新公

司合资 3000万美元，从英国比兹顿

钢厂全套引进年产 25万吨螺纹钢

的电炉炼钢、连铸、连轧一体化生

产线。

冶金行业领导、权威纷纷表示

置疑，劝其三思而后行。沈文荣半

个多月寝食难安，即使将沙钢所有

家底砸进去，也还有 1/3 的资金缺

口，他立下军令状：“如果这个项目

引进失败，就把它当作展览馆，我去

卖门票。”

这让沙钢进入炼钢环节，不再

是一家下游小加工厂，掌握了主

动权。

从1985年到1997年，沙钢实施

的项目有 100多个，但并没有涉足

板材。面对劝导，沈文荣还是觉得

螺纹钢更好，利润远超板材。

2001年，蒂森克虏伯的子公司

霍施钢厂连年亏损，转手出卖设备

——原值达 20 亿欧元。沈文荣以

2.2亿人民币买下该设备，是废钢的

价格。

他调动 1000 多名职工前往德

国，耗费一年时间，将 25万吨的设

备加 40 吨的详细组装文件，海运

回国。

英 国《金 融 时 报》记 者 金 奇

（JamesKynge）在其《中国震撼世界：

饥饿之国的崛起》一书中，这样描

述：“如今，这里（蒂森克虏伯钢厂）

只剩下几堆扭曲的废铁。我朝路边

一位身着工装的男子走去，他正将

一截巨大的金属管道吊上卡车。我

问管子往哪运，他伸直腰，然后说

道：‘中国。’”“ 所有设备都用木条

箱包装，塞进集装箱，装船启运。在

长江的平坦冲积平原上，又严格按

照在德国的样子，一个螺丝也不差

地把设备重新组装。”

沈文荣只用 150 亿元的投入，

就建成了一个按行业惯例至少需要

投入 450亿元的年产 650万吨的炼

铁、炼钢、连铸、连轧项目。

上世纪 80 年代苏南一个县就

有40多家小钢厂，苏州有400多家，

整个江苏省超过 1000家，可是后来

大约 90%都倒闭了。到了 1996、
1997年，又淘汰了一大批。

这些钢厂没有抓住机会升级改

造扩大规模，没有进入下一个阶

段。沈文荣则通过持续投资，引入

欧洲淘汰产能，带领沙钢成为优

胜者。

度过危机

2008年这一年，对钢铁行业是

一场炼狱，不少民营钢铁公司遭遇

困境，沙钢集团也频频传出被收购

的传闻，沈文荣称，一家海外公司有

收购计划，但因为出价太低被拒

绝了。

沈文荣的自信来自于成本控制

能力，他认为沙钢在同行中依然有

优势，“10个企业10个都倒了，我也

只好倒了；如果 10 个中有两个不

倒，其中就有我。”

2008年 4、5月份，钢价一路攀

升、行情火爆，沈文荣意识到超额利

润不会持久。从5月份开始，沙钢大

规模清理库存，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

回笼资金数十亿元。危机来临，沈文

荣果断提出“三个确保”：确保生产正

常开展、确保建设项目正常推进、确

保全年效益目标正常实现。

2009年 1月，沙钢对原有大盘

卷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增设年产

能力为 120万吨的棒材生产设施，

主要生产市场热销的螺纹钢。这一

技改项目用时仅两个半月，于当年3
月24日一次性成功投产。

借助“4万亿投资刺激”，沙钢率

先再进攻，攻上2500万吨产能。

2009年沙钢集团首次跻身美国

《财富》全球 500强排行榜，也是中

国内地唯一入选的“草根”民企。

2008年前后，沙钢保持了稳定

的收购步伐：2006年，沙钢并购了江

苏淮钢特钢；2007年，沙钢并购了河

南安阳永兴钢铁；2008年，沙钢接连

并购了江苏鑫瑞特钢、江苏永钢集

团；2010 年，沙钢并购了无锡锡兴

钢铁。

2011年 4月，沙钢旗下淮钢特

钢收购*ST 张铜的股权，将淮钢特

钢 借 壳 上 市 并 更 名 为 沙 钢 股 份

(002075)。
2017年，沙钢收购进入破产重

组程序的东北特钢集团，成为抚顺

特钢 (600399)实控人，加上沙钢股

份，沙钢股份拥有两家上市公司。

沙钢在资本市场也遭遇过挫

折，2016年，沙钢股份曾欲收购GS
公司，该收购最终被否。2022 年，

复星系持有的南钢股份(600282)大
股东股权出售，沙钢交纳 80 亿元

诚意金，最终南钢股份被中信集团

拿下。

接班

在接班人问题上，沈文荣曾经

说：“沙钢不是家族企业，无论是何

种所有制企业，都要聘任最优秀的

人，谁有能力把企业打造成百年老

厂，谁更有群众基础，谁就上。”

沈文荣曾经认为不可能是自己

的子女接班，不过，沈文荣悄悄改变

了想法。2016年 6月，1979年出生

的沈彬（沈文荣之子）接班，成为沙

钢集团董事长。

沈彬 2001 年前往英国留学，

2004年毕业后先在一家外贸公司做

财务，后到香港一船舶公司做财务，

2006年进入沙钢，参与了香港分公

司的筹建工作，从事财务工作。

在 2019年接受新华网采访时，

沈文荣就接班人的话题表态，“新一

届的年轻班子已经形成了，这一代

人应该要超过我们，做得更好。”

企查查显示，沙钢集团大股东

为沈文荣（持股 29.3237%），二股东

为张家港保税区兴恒得贸易有限公

司（持股29.1005%）。

穿透之后，二股东为一家离岸

公司——恒得国际有限公司，注册

在 英 属 维 尔 京 群 岛 ，成 立 日 期

2006年。

沙钢集团三股东为张家港保税

区润源不锈钢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 17.6698%。沈文荣持有张家

港润源 50.01%股权，沙钢集团二股

东张家港保税区兴恒持有张家港润

源48.2741%。

沙钢集团四股东为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为 7.144%，沈文荣持

有四股东 70.5263%股权，龚盛持有

7.3684%股权。

从这些股东结构可以看出，沙

钢集团是典型的民营企业，沈文荣

持有绝大部分股权，龚盛等高管持

有小部分股权。

这样的股权比例结构决定沈

彬接班能保持平稳。沙钢形成了

老职业经理人和创二代搭配的治

理架构。

沙钢集团沈文荣：从普通钳工到“钢铁大王”

证券时报记者 张一帆

7月1日一则传闻扰动，宁德时

代（300750）股价早间一度跌近5%，

午后跌幅逐步收窄，截至收盘跌幅

为2.2%。

宁德时代方面就网传“行业 7
月排产数据普遍下滑”回应称：公司

经营情况良好，全球市场份额稳步

提升，整体排产情况良好，近期及三

季度排产环比呈增长态势。

另外，宁德时代 1日晚间公告，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448.38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 0.3293%，最高成交价为 194.1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46.31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 24.46 亿元（不含交

易费用）。

机构判断稳增

宁德时代的回应与机构预期一

致。记者多方了解到，根据前期调

研摸排，目前机构普遍预期，包括宁

德时代在内的锂电产业链在三季度

的排产仍然向上。

东吴证券电新团队表示，下半

年迎来国内电动车需求旺季，叠加

新车型持续上市，预计宁德时代 7
月排产向上，其中第三季度整体排

产环比增长20%。

据东吴证券电新团队统计，宁

德时代在一、二季度排产量持续走

高，其中第一季度排产 85GWh 至

90GWh，二季度排产 115GWh，环比

增长25%至30%。预计宁德时代二

季 度 出 货 量 也 同 步 走 高 ，达

110GWh至120GWh。
财通证券电新团队透露，目前

宁 德 时 代 7 月 份 的 排 产 量 为

42GWh，环比增长2%。

针对海外市场预期疑虑，财

通证券认为其“欧洲增量确定性

强，海外需求有支撑”。在欧洲市

场，宁德时代直接供货欧洲车企，

2023年欧洲份额已提升至 36%，根

据现有的定点情况，预期有望快

速提升至 40%至 50%；美国市场

量不大，且市场预期已到底部，

影响不大。

国海证券结合其近期更新的海

内外装机数据及产业链调研结果指

出，目前行业自下而上都出现了龙

头份额提高、配置时长提升等更健

康的信号，坚定看好板块需求及结

构的不断超预期。

今年出货继续领跑

前期已披露的数据显示，宁德

时代今年以来保持着领跑行业的出

货量增速。

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四个月宁德

时代的全球市占率为 37.7%，在中

国以外地区的市占率为 27.4%。两

项市占率均较 2023 年底进一步提

升，体现公司在行业内的领跑优势

进一步扩大。

该机构表示，前四个月，宁德时

代以 30.0%（81.4GWh）的同比增长

率稳居全球第一。在中国国内市场

中，宁德时代是唯一一家占据 30%
以上市场份额的电池制造商。

海外评级机构惠誉在 6 月底

发布的最新报告中，确认宁德时

代的评级为“A-”，展望稳定。惠

誉预期，尽管地缘政治相关监管

收紧，但宁德时代将借助出口和

本地产能的扩大扩张海外业务。

“个别市场的监管挑战可能会给

宁德时代的海外扩张带来更多阻

碍”，不过，惠誉认为这些风险都

在可控范围内。

盈利能力有望走高

除预期排产稳步上行之外，各

家机构均对宁德时代盈利能力进一

步提升有所预期。

东吴证券电新团队表示，预计

宁德时代全年出货量达 460GWh至

480GWh，全年业绩保守估计 470亿

元至480亿元。

财通证券电新团队表示，宁德

时代的产品盈利持续领先，叠加储

能系统的占比提升，今年毛利率有

望进一步提升。

国海证券则认为，看好宁德时

代储能板块在下半年进一步拉动，

今年储能领域受益于系统比例快速

提升，储能单位盈利有望增厚。

目前，宁德时代已预约在 7 月

27日披露 2024年度半年报。机构

普遍以“超出预期”形容宁德时代一

季度业绩表现，并上修其后续业绩

预期。

宁德时代近日还接待了高盛、

淡马锡等机构的调研。宁德时代

重申，公司坚持商业和道德标准，

并制定了有效政策，以确保按照全

球标准建立负责任和可持续的供

应链；公司未来希望继续为长期支

持公司发展的股东创造良好的经

营回报。

宁德时代回应传闻：整体排产情况良好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2024年上半年，国内生猪出栏价格从最低

不足 14元/公斤，已上涨至当下约 18元/公斤。

除市场售价上浮外，养殖端成本较前期显著下

行，也无疑对养殖盈利形成提振。

“2024年上半年豆粕市场价格震荡走弱，

价格整体处于 3200元/吨至 3600元/吨区间震

荡。截至6月28日，国内豆粕现货均价为3268
元/吨，较年初下调 613元/吨，跌幅达 15.79%。”

上海钢联农产品事业部豆粕分析师朱荣平介

绍，当前豆粕盘面价格拉至 3300元/吨附近，同

比去年下跌近 400元/吨，而现货最低已下探至

3200元/吨附近，同比下跌超700元/吨。目前豆

粕市场价格已处于近年低位水平，当前价格油

厂已处于亏损状态。

对于豆粕价格不振的原因，卓创资讯分析

师王汝文分析，一季度生猪价格处于低位盘整

阶段，下游养殖行业心态表现悲观，饲料采购

心态不强。进入二季度，随着养殖盈利的逐步

修复，市场心态有所改善，带动豆粕需求小幅

好转。其次，在全球大豆供应转向宽松的背景

下，市场对价格有较强的下跌预期，终端下游

在采购策略及采购节奏上较往年有较大差异，

表现为采购谨慎、低库存滚动备货。市场成交

难有放量表现，刚性需求难以对豆粕价格带来

提振，主导价格变化的因素仍围绕在供应端。

朱荣平分析，一季度豆粕价格大幅下行，

跌至低位水平后止跌反弹，二季度豆粕价格小

幅反弹后下跌，延续弱势行情，整体来看上半

年豆粕价格弱势运行为主。豆粕价格高位回

落的主要原因是受全球大豆市场疲软与国内

需求减弱共同影响。

“供应端方面，2023至 2024年度全球大豆

供应继续增加，巴西大豆产量虽有所下调但依

旧供应充足，此外阿根廷、乌拉圭等南美主产

国产量大幅增加，使得全球供应保持宽松格

局。其次巴西大豆大量出口挤压美豆出口份

额，美豆出口需求疲软，美豆期货表现不佳使

得豆粕价格走低。最后国外大豆大量到港国

内，国内供应充足，但国内养殖长期处于亏损

状态，下游需求疲软，供强需弱使得豆粕价格

大幅下跌。”她表示。

除豆粕外，受到需求增量速度缓慢，且供

应压力不减等影响，上半年菜粕、鱼粉等饲料

原料价格均保持下跌趋势。而玉米价格则呈

现先跌后涨走势，二季度全国玉米均价为

2312.04 元/吨 ，较 一 季 度 跌 0.2% ，同 比 跌

14.25%。

饲料原料价格整体下行，给养殖端打开了

盈利空间。

上海钢联数据显示，6月份自繁自养盈利

在较高位盘整，月内饲料涨跌波动较小，利好

生猪，且猪价涨幅较大，二者共同作用，使得 6
月份生猪自繁自养盈利月均值处于今年以来

的最高水平。“按照目前猪价以及饲料成本来

看，养猪未来将有较长时间养殖利润处于高位

震荡的趋势。”上海钢联农产品事业部生猪分

析师鄢美玲称，从历年养猪行业饲料费用走势

情况来看，生猪养殖饲料成本费用与玉米价格

走势基本一致，依据当前玉米豆粕等原料成本

来推算，当前养一头猪的育肥饲料成本为 898
元，属于年内较低水平。而饲料养殖成本占整

体生猪养殖成本的 65%左右的水平，其价格走

低有利于养猪企业缩减成本，对生猪成本控制

来说影响较大。

除生猪养殖外，禽类养殖也迎来成本下行

局面。

卓创资讯数据显示，1—5月白羽肉鸡成品

饲料均价 3638.31 元/吨，同比降幅 10.39%，其

中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 60%—70%，受饲料下

滑影响，单只肉鸡成本下滑1.5元。

不过，成本支撑力度下滑，也进一步利空

了肉鸡价格。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国内白

羽肉鸡均价3.77元/斤，较去年上半年下滑0.92
元/斤，跌幅达19.62%。

采访中分析人士认为，豆粕等饲料原料价

格后续或依然承压。

朱荣平表示，当前豆粕价格已跌至历史

较低水平，预计随着 7 月、8 月北美天气炒作

以及下半年国内豆粕需求恢复，豆粕价格有

望止跌反弹，但在全球供应宽松的大格局下，

豆粕价格上涨幅度有限。当下 7 月至 8 月大

豆大量到港的情况下，豆粕价格依旧承压运

行为主，后期关注美豆主产区天气和国内需

求恢复情况。

王汝文则认为，展望下半年，豆粕市场行

情变化仍围绕供应端展开，在原料供应宽松的

大背景下，国内豆粕价格或呈现低位震荡运

行，进入下半年，需求端的释放或对短时豆粕

价格带来上行动力，但价格反弹空间受限，卓

创资讯预计下半年豆粕月均价运行区间在

3300元/吨至3500元/吨。

饲料成本下移
生猪养殖盈利转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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