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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华雪

见习记者 何顺岗

“钢铁， 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副

产业！” “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 重点

就是要做大钒钛。” ———在

3

月

24

日攀

钢钒钛 （

000629

） 股东大会上， 董事长

樊政炜如此诠释公司的发展战略。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 除攀

钢钒钛外， 河北钢铁 （

000709

）、 宝钛

股份 （

600456

）、 宏达股份 （

600331

）

川威集团、 龙蟒集团等多家企业， 也都

加紧了在钒钛产业的布局。 钒钛产业已

经形成了国有企业为主， 投资主体多元

化的局面。

三强争先恐后做大钒钛

攀钢钒钛、 河北钢铁、 宝钛股份三

家大型钒钛上市公司被誉为传统钒钛

“三强”， 它们占据着资源优势、 技术优

势、 人才优势、 政策优势和资金优势。

近年来， 三家上市公司纷纷加快产业布

局， 努力做大钒钛产业。

攀钢钒钛是我国最早进入钒钛领域

的企业， 也是最大的钒钛企业。 根据公

开数据， 攀钢钒钛

2010

年的钒钛产品

（不包括钒钛钢铁） 共实现产值

4.25

亿

元， 比

2009

年同期增长近

30%

。

樊政炜告诉记者， 攀钢钒钛今年对

钒和钛的投资比例已达到

25%

以上，

而这之前， 每年还不到

3%

。 “十二

五” 期间， 公司已经对钒钛发展做了重

点规划。 目前， 已经在高品质的钒、 钛

产品上进行规划和投入， 并与国内外的

研究机构、 科研院所进行合作。

今年

3

月， 《攀钢 （集团） 钒钛资

源综合利用及产业结构调整规划》 获得

国家发改委审核通过。 攀钢钒钛表示，

将以做大钒钛产业为主线， 全力推进新

钢钒、 攀成钢、 攀长钢三大区域产业结

构调整， 布局建设西昌钒钛资源综合利

用新基地， 加快新钢钒环保搬迁、 攀长

钢灾后重建等一批重大项目。

面对我国钢铁产业过剩的状况， 攀

钢钒钛进军钒钛的步伐愈加坚定。 据公

司总经理余自苏介绍， 在钒钛产业未来

发展上， 攀钢将在钛领域打造全产业

链， 在选矿、 冶炼、 钛材、 钛白粉等各

个领域布局， 并做强钒钛钢铁产业。

“尽管要打造全产业链， 但我们发

展的重点还是在高端领域。” 余自苏透

露， 低端钒钛产品领域， 将主要通过兼

并、 联合或是入股的形式， 整合民营资

本， 避免重复建设。 而高端领域的主要

方向是氯化钛白、 加钒特种钢、 高端钛

材等， 同时， 公司也在加紧对钒电池等

新能源领域的研发。

无独有偶， 宝钛股份与河北钢铁均

在调整钒钛产业规划， 增加了投入力度

和产业项目。

根据规划， “十二五” 期间， 宝钛

股份将继续实行增长战略， 完善钛材等

多种金属材料的科研体系。 预计到

2015

年， 形成

40000

吨铸锭生产能力、

30000

吨钛及钛合金加工材及一定量的

锆、 镍、 钢等金属产品生产能力， 锆、

钛产品销售收入达到

60

亿元。

河北钢铁并购承德钒钛后，

2010

年上半年实现钒产品收入

5

亿多元， 比

2009

年同期增长一倍。 在钢铁市场整

合、 产量过剩的情况下， 钒钛产品已经

成为河北钢铁主要的利润增长点之一。

据悉， 此前承德钒钛

2006

年募集的

8.7

亿元资金， 已全面投入到了钒钛资源综

合利用的技改项目之中， 对原有的炼铁

工序、 提钒炼钢工序、 钒加工工序进行

了技改， 并新建了

80

钒铁和氧化钒生

产线， 目前均已投产。

四川民营资本不甘落后

攀西地区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

让四川成为了钒钛产业发展的主战场。

今年四川省两会期间， 省政府提

出， 将通过

5

到

10

年的努力， 打造

5

条万亿元特色产业带， 其中之一就是打

造攀西钒钛钢铁和三江流域特色资源产

业带。

四川省经委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

2008

年底， 该省已有钒钛开发重

点生产企业

100

余家， 钒钛产业

(

含钢

铁

)

已实现销售收入

1584

亿元。 千亿

钒钛产业带来的是巨大的发展机会。 无

论是攀钢、 川威集团等钢铁企业， 还是

龙蟒集团、 宏达等化工企业， 都把目光

投向攀西这块钒钛热土。

2008

年初， 川威集团董事长王劲

公开宣称， 要实现钢铁川威向钒钛川威

的转型。 之后的

2009

年

10

月， 川威集

团旗下的中国铁钛在香港上市， 目前，

该公司还在四川内江投资上百亿建设钒

钛产业园区。

据悉， 川威集团内江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年产钒渣

14

万吨、 五氧化二钒

1.4

万吨、 含钒新钢种

500

万吨以上，

年销售收入可达到

250

亿元

～300

亿元、

利税

40

亿元以上。 至此， 川威集团将

成为四川省钒钛资源深加工基地， 川渝

地区最大的高强度优质棒材生产基地。

“对于钒钛产业， 不能仅仅看到眼

前， 还要看将来。” 川威集团副总工程

师、 钒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斌向记

者透露， 根据该公司战略， 川威将建成

全国第三大的钒钛企业。 “我们不仅具

有资源优势， 在技术上也相当成熟。”

黄斌说， 川威不仅要做强钒钛钢铁， 还

将涉足钛白粉、 钛材等领域， 同时也在

加快钒电池的研发。

四川两家大型化工企业， 龙蟒集

团和宏达集团， 近几年也加紧了在钒

钛产业的布局。 在攀枝花盐边县， 龙

蟒集团

2003

年组建了四川龙蟒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目前的总投资已超过

10

亿元， 初步形成钒钛磁铁矿采选、 煤

炭开采、 煤基直接还原深加工、 铁路

运输等为一体的企业集群。 宏达集团

也不甘落后， 三年前， 联合攀枝花当

地企业， 出资组建了四川钒钛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

此外， 天兴仪表 （

000710

）、 明星

电力 （

600101

） 和四川达钢等一批川

企， 也积极在钒钛领域布局。 明星电力

并购了陕西金盾钒矿； 天兴仪表取得了

陕西商南县耀岭河钒矿探矿权； 四川达

钢投资了广元市椿树坪钒钛磁铁矿开发

及综合利用项目。

据四川省统计局统计， 该省

2010

年钒钛钢铁产业全年完成销售收入

1929

亿元， 同比增长

31%

； 实现利税

103

亿元， 同比增长

15%

； 全行业盈

亏相抵后利润总额为

61.66

亿元， 同

比增长

15%

， 经济效益明显回升。 全

年生产钒制品

3.58

万吨， 同比增长

14%

； 生产钛白粉

36.56

万吨， 同比

增长

25%

。

攀枝花———从钢铁之城到钒钛之都

见习记者 何顺岗

半个多世纪以来， 攀西 （攀枝花

和西昌） 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在中国工

业史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随着国家

加强对钒钛资源的战略规划， 攀西地

区又将获得怎样的新生？ 那片神秘的

高原峡谷， 如何能完成钢铁之城向钒

钛之都的演绎？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

走进了攀枝花市。

钢铁故事

成都开往昆明的列车经过汉源，

便进入了攀西的地界。 高山、 隧道、

峡谷与桥梁陪伴着夜幕中的攀西， 催

生着一个钒钛之城的奇迹， 那就是攀

枝花市。

列车上有上世纪

60

年代参与三

线建设的老兵， 他见证了成昆线的奇

迹。 在 “吓死猴子困住鹰” 的攀西搭

建铁路， “我们那时哪有现在的机械

化， 这条铁路就是靠肩挑背磨出来

的！” 说起成昆线的故事， 老兵总是

充满骄傲和自豪。

对于中国， 这个饱经沧桑的古老

国度， 这个因为没有工业而曾被列强

欺辱的民族， 老兵们的骨子充满渴

望， 对工业化的渴望， 对崛起之路的

渴望。 这种渴望， 也铸就了攀枝花这

样一个荒原之上的城市。

攀枝花的地名多以 “坪” 字命

名， 弄弄坪、 清香坪、 瓜子坪……

“坪” 字中充满了愚公移山的执着和

豪迈。 这个城市里的

100

多万人口

中，

80%

以上都属于移民。 如今的繁

华， 纪念着一代人的汗水与奉献。

进入攀枝花城区的密地大桥头，

有一个地质学家常隆庆的塑像。 正是

他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 发现了攀枝

花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 当时， 目

睹积弱的中国， 常隆庆认为必须要办

工业、 兴实业。 为找到矿产资源，

1934

年

～1940

年的

6

年间， 常隆庆

6

次深入攀西地区， 在勘踏了攀西地区

7

个县之后， 常隆庆等首先发现了这里的

大铁矿。

渴望终于铸就工业的力量。 解放

后， 三线建设首次吹响了西部大开发的

号角。 知识人才、 技术人才开始云集攀

西并扎根攀枝花。 当地一种有趣的现象

是， 百货店的售货员是山东人， 收银员

操着江西话， 买烧酒的大爷则来自河南

……而他们到这块土地的目的只有一

个： 振兴民族工业。

沿着金沙江， 攀枝花城跨江而建，

一边是行政中心， 一边是密集的攀钢厂

区。 住在清香坪的技术工人蒋师傅，

40

多岁了，

90

年代接父亲的班来到攀钢，

今年他将去钒制品厂，

7

月份就将随着

企业举家搬到西昌。 “我们就是跟着企

业走， 跟着国家的建设走！” 在攀枝花，

像蒋师傅这样的父子工人不计其数。

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数十万人的举家

迁徙， 也正是这种迁徙， 让数代人的工

业梦想在大山的深处铸就起了一个城市

崛起的脊梁。

钒钛之梦

“攀枝花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

何进行资源的综合利用。” 攀枝花市发改

委副主任罗启武直言， 十二五期间， 攀

枝花经济将要实现两个转变： 一是由钢

铁经济向钒钛钢铁经济转变； 二是由基

础原材料基地向加工制造业基地转变。

资源在攀枝花经济中有着特殊的地

位。 当地钒钛磁铁矿十分丰富， 目前已

累计探明

71.8

亿吨。 但同时， 由于矿床

的共生、 伴生矿床多， 也造成选冶难度

大。 钒钛磁铁矿中伴生着铁、 钛、 钒、

铬、 钴、 镍、 铂族和钪等多种金属元素。

据四川省有色金属研究院选矿中心

高级工程师王云介绍， 我国目前已攻克

了高炉冶炼高钛型 （钒） 精矿的技术难

题， 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钒钛磁铁矿冶

炼工艺。 尾矿中， 攻克了造钛 （钛铁

矿） 的关键技术， 推动了我国高档钛白

和镁还原海绵钛的生产。 此外， 从提钒

后的炉渣中回收镓， 从提钛后的氧化渣

中回收钪的技术已经试验成功， 不过目

前仍无法运用到工业生产之中。

据了解， 尽管综合利用取得一定成

绩， 但由于分选出的铁精矿含钛高， 冶

炼难度大； 而钛精矿中镁和钙的含量

高， 深加工利用的技术难度大。 要充分

实现铁、 钛、 钒分离和镓、 钪、 硫、 钴

的提取， 加强高炉渣的综合利用， 还面

临着很多要攻克的技术难题。

目前， 攀枝花市从事钛原料、 钛制

品生产的企业有

50

余家， 形成了钛精

矿、 钛渣、 钛白粉、 纳米钛白、 钛铁、

四氯化钛、 海绵钛、 钛锭等系列产品。

从事钒制品的生产企业有

20

余家， 主

要包括钒渣、 钒氧化物、 钒氮合金、 钒

铁、 精钒等产品。

此前的钢铁之城， 如今要打造 “钒

钛之都”。 近几年来， 攀枝花工业走上

了转型升级的道路。 在经济转型中， 最

重要的是产业转型， 特别是钒钛产业，

将作为攀枝花市的支柱产业进行培养。

根据综合规划， 攀枝花市将打造钒

钛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全流程产业链， 在

保持铁的利用率不降低的同时， 使钛的

利用率提高到

65%

以上； 钒的利用率提

高到

55%

以上； 钴的利用率提高到

14%

以上， 并实现对铬、 镍、 铜、 镓的利

用， 使终端材料产品从原来的

19

种增

加到

27

种以上。

据悉，

2010

年， 攀枝花市钒钛产业

园区已经完成产值

134.38

亿元。 预计到

2015

年， 钒钛产业将形成

180

亿元的产

能， 建成中国规模最大、 品种最齐全、

全流程的钛工业基地。 其他包括化工产

业、 有色电冶合金产业、 钢铁机械制造

产业、 太阳光伏产业等在内， 打造年销

售收入

500

亿元的产业园区， 同时将形

成拥有

10

万居民的东部城市新区。

警惕一路欢歌背后的荆棘

见习记者 何顺岗

最近几年
，

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
钒钛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看好

，

资本市场加快了企业在钒钛产业上的
布局

，

市场仿佛存在这么一个观点
：

战略资源有限
，

投资钒钛
“

钱
”

景广
阔

。

然而
，

是否真的如此呢
？

记者原以为
，

对钒钛这样一个
新兴的

、

充满朝气的产业
，

无论是
投资者

、

专家
、

企业高管还是政府
部门

，

他们谈起这个话题来一定会
滔滔不绝

。

但事实并非如此
，

大部
分被采访者都不愿过多地谈及钒钛

，

或是选择回避采访
。

曾经
，

他们高调进入钒钛市场
，

积极布局
，

不断地炒作概念
，

但当
真正触及深层次的探讨时

，

却又如
此的低调

。

记者不禁要思考
，

近年
来

，

钒钛产业一路欢歌的背后
，

真
相到底如何

？

三年前
，

四川宏达股份称将与
攀枝花的地方企业联合

，

组建四川
钒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

在攀枝花
市政府最近的钒钛产业规划中

，

对
此还有专门介绍

：

2009

年到
2015

年
，

四川钒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将
在红格南矿区投资

240

亿元
，

建设
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项目

，

预计到
期销售可实现

400

亿元
。

一个多月来
，

记者试图从多方了
解四川钒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项目
进展

，

但无论是攀枝花市政府
，

还是
宏达股份

，

都不愿意正面回应
。

而据
部分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反映

，

这
个项目如今并没有多大进展

。

而记者
在采访攀钢研究院钒专家孙朝辉时才
知道

，

攀枝花红格矿区的钒钛磁铁矿
中含有大量的铬

，

这个元素本身对环
境有巨大的破坏性

，

但科研上至今未
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

。

此外
，

天兴仪表和明星电力等企
业也曾披露投资陕西的钒钛磁铁矿开
采

，

但从最近的年报上
，

同样找不到
相关的信息

。

记者曾致电相关企业进
行采访

，

也遭到了委婉拒绝
。

记者在四川省经信委采访时
，

当推开四川省钒钛资源综合利用推
进办公室的门

，

想要了解钒钛产业
发展的相关情况时

，

被办公室的人
以

“

不接受采访
”

为由拒绝
。

在攀枝花工业园区
，

当地一位知
情人士透露

，

当地的恒为钛业公司
，

2007

年就大举进行投资
，

建起了海绵
钛生产线

，

并从各地招揽人才
，

也曾
搞得轰轰烈烈

。

但四年之后
，

企业的
经营管理一直没有理顺

，

目前已经处
于半瘫痪状态

。

采访四川省钒钛专家李朝柱的时
候

，

他曾提醒记者
，

钒钛产业作为一
个新兴产业

，

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
问题

。

通过对孙朝辉和钛专家杨仰军
的采访

，

记者了解到
，

钒钛产业目前
的市场还很小

，

很多领域都还有待开
发

，

产业发展还面临着环保瓶颈和技
术壁垒

。

在对攀钢集团
、

川威集团
、

华铁
钒钛公司

、

欣宇化工钛业分公司
、

攀
枝花大互通钛业公司的采访中

，

一些
企业高管也指出

，

我国钒钛产业经过
多年的发展

，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许多技术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水平
。

但对于这些进入钒钛产业的企业
，

他
们更看重的是未来的发展前景

。

从目前行业的发展现状来看
，

钒
钛市场在低端产品领域竞争激烈

，

产能过剩的现象仍很严重
，

存在低
价竞争

，

也有一些对生态环境破坏
的现象

。

但在高端产品领域
，

比如
氯化钛白

、

特种钛白等
，

仍需大量
从国外进口

。

综合这些现象不难发现
，

钒钛产
业高歌猛进的背后

，

也布满着荆棘
。

包括技术壁垒
、

封闭和垄断经营
、

生
态环境制约

、

新产品的开发程度等
，

特别是一个企业在科研与经营管理上
的投入等方面

，

都使钒钛产业的未来
发展充满变数

。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

尽管市场对
钒钛产业发展的前景看好

，

但真正要
从在这个领域的投入中赚到钱

，

却并
不是那么容易

。

特别是那些缺少技术
积累

、

人才积累
、

资本积累与管理积
累的企业

，

如果盲目地进入钒钛产
业

，

则不得不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
。

正如李朝柱所说
，

并不是每一个
企业都能成为

“

百年老店
”，

只有在市
场的冲击中

，

最后留下的才是胜利者
。

因此
，

对于钒钛产业的未来
，

我们一
定要充满信心

，

但投资也要具备必要
的实力

，

盲目地进入
，

不负责任地进
入

，

最终将倒在满是荆棘的路上
。

钢铁转型钒钛 国企民企争抢布局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Phototex/

供图

涉足钒钛的部分企业

攀钢钒钛 （

000629

）

河北钢铁 （

000709

）

宝钛股份 （

600456

）

天兴仪表 （

000710

）

明星电力 （

600101

）

宏达股份 （

600331

）

川威集团

龙蟒集团

达钢集团

欣宇化工

华铁钒钛

图为位于成都市的攀钢集团大楼

３００１８８

美亚柏科
１．０３ ０．７２ ２．７７ １．８９ ４５．２３ ４３．３１ １．４７ ０．８７ ４１０５ ２８６５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０９０

啤酒花
０．１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９８３ ０．８７６ １１．５０９ １．５８１ ０．４０１ ０．３６２ ３９３６ ５０６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２０８

新湖中宝
０．３１ ０．２３ １．６５ １．８９ ２１．６ １９．５５ －０．４７ ０．７４ １５５９９６ １１５８３０

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派
０．２５

元
（

含税
）

６００５３１

豫光金铅
０．５５ ０．３７ ６．０５ ４．５５ １３．９ １０．４ －２．６５ ０．３４ １５２７３ １０３２０

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
（

含税
）

６００５５５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九龙山

Ｂ

０．０１ ０．１５ １．３５ ２．２１ ０．６ ６．５４ －０．１５ ０．２８ １１３２ １３２６４

不分配不转增

６００９７８

宜华木业
０．２４ ０．２９ ３．３９ ２．８８ ７．８８ １０．７５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４ ２４６０１ ２９５３９

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
（

含税
）

６０１６１６

广电电气
０．４９１２ ０．５１４８ １．６５ ２．３４ ３２．１９ ４５．３５ －０．０９ ０．０９ ２０２９３ ２１２６６

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
（

含税
）

３００１８６

大华农
０．６９ ０．５８ ２．７７ ２．０８ ２８．５１ ３１．９２ ０．５２ ０．６５ １３８１１ １１６１８

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
（

含税
）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基本每股收益 （元） 每股净资产 （元） 净资产收益率 （

％

） 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 （元） 净利润 （万元）

分配转增预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