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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钢———风景这边独好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名誉会长吴溪

淳在日前的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 特

钢行业要按照 《钢铁工业 “十二五”

发展规划》 的要求， 促进特钢品质全

面升级， 支持特钢企业兼并重组， 增

强特钢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 走 “专、

精、 特、 新” 的发展道路， 大力推进

特钢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换代。

为了防止出现一哄而上、 良莠不

齐的局面， 《规划》 提出， 要鼓励少

数有实力的钢铁企业差异化开发高端

钢材品种， 防止高档次同质化发展。

这意味着， 那些已经形成规模的特殊

钢企业已具备了一定的先发优势。

吴溪淳还强调， 特钢行业必须要

认识到， 做强中国特钢企业的发展机

遇不多了。 因此， “十二五” 期间，

中国特钢企业必须由追求产量扩张、

靠增加资源投入的粗放经营， 向注重

品种质量效益提高， 靠技术进步、 科

学管理、 人才成长的集约化经营转变。

近年来， 以大冶特钢为首的特殊

钢企的盈利能力在全行业一直处于领

先地位， 循着政策鼓励的发展路径，

那些已经致力于大力发展优质特殊钢

品种的企业更值得期待。

走出困局更多依赖市场无形之手

证券时报记者 周宇

产量在控制产能过剩的呼声中

“节节高”， 这是中国钢铁业近

10

年

来发展的一个奇特现象。 譬如， 为总

量控制， 钢铁工业 “十五” 规划将

2005

年粗钢表观消费定为

1.4

亿吨，

但在

2004

年实际就达到了

3

亿吨。

为应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

2009

年年初出台 《钢铁产业调

整与振兴规划》。 规划首先明确： 我

国钢铁生产总量要恢复到合理水平，

2009

年目标定为

4.6

亿吨，

2011

年则为

5

亿吨。 但这一预测与实际

运行情况相距甚远，

2009

年我国

粗钢消费即已达到

5.7

亿吨，

2010

年粗钢产量达到

6.27

亿吨。

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 因

为政府总是试图以政策来代替市场

机制， 以政府部门对市场的判断和

预测作为依据来进行总量控制， 但

政府部门却往往并不能对未来市场

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诸多有关钢铁产业

政策文件中的各种预测即为明证。

政府为何屡屡失策？ 这并不难理

解， 因为政府不可能具有比企业家更

为敏锐的发现市场竞争中潜在机会的

能力， 也不可能比经济个体更能对市

场做出灵活反应。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

“产能过剩、 淘汰落后以及兼并重组”

等难题何以困扰我国钢铁业多年。 政

府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 却忽略了市

场在协调供需平衡上远比行政控制更

具有效率。

譬如， 通过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

产业效率一直是钢铁业的重要调控目

标之一， 但政府往往是通过市场准

入、 投资项目审批和选择性培育特定

企业， 来提高市场集中度和培育大规

模企业， 以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而这

样的政策似乎是只看结果不要过程。

实际上， 产业集中度往往是产业

竞争的一个附加效果， 本身并无太多

意义。 竞争性集中之所以有效率， 完

全是因为竞争性过程中的选择性作

用， 市场份额总倾向于从缺乏效率的

企业转移到更具效率的企业， 企业竞

争的过程必然产生集中趋势。 但脱离

这一过程， 单纯强调集中度的效率就

变得毫无意义。 因此， 政府试图以提

高集中度和培育大企业的产业组织形

态来提高市场效率， 完全是舍本逐末

的行为， 从而造成市场效率的丧失。

因为那些被选择的市场主体， 在政策

的荫庇下， 往往会丧失提高市场竞争

能力的动力。

再如， 我国钢铁工业兼并重组

喊了多年， 但效率极其低下， 个中

原因与政府采取的 “扶大限小” 政

策倾向也脱不了干系。 在这一政策

导向下， 地方政府为避免本地企业

被政策边缘化， 也为了获得更多的

政策扶植， 地方政府倾向于将本地

钢铁企业拼凑在一起， 譬如河北钢

铁集团、 山东钢铁集团的组建实质

上就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 这种兼

并有异于高效率企业对低效率企业

的兼并整合， 往往是几家效率不高

的企业在形式上的组合， 这种整合

除了可能获得地区垄断能力提升外，

核心能力的提高则很有限。

市场的归市场， 政府的归政府。

一家大型钢企的负责人曾无奈地说，

“如果市场充分竞争， 我们完全可以

仅仅通过降价就能够挤垮那些小钢厂

了。” 这番话对于解决当前钢铁业的

困局或许有些借鉴意义。

———钢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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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写字楼

全年均价创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中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昨日发布报告称，

2011

年深圳全市写字楼的供应量为

19

万平方

米， 环比

2010

年增加了

21.0%

。

2011

年全年

深圳一手写字楼的平均价格约为

4.5

万元

/

平方

米， 环比

2010

年大幅上涨

78%

， 创下近年来

的最高均价。 二手甲级写字楼今年

12

月的价

格会达到

4.85

万元

/

平方米左右， 较去年同期

上涨

24.2%

。

在均价创新高的同时， 成交量却在萎缩。

数据显示，

2011

年一手写字楼全年的成交面

积预计有

6.5

万平方米， 环比去年减少

64.7%

；

二手写字楼的成交量预计约

32

万平方米， 环

比去年也下降了

13.8%

。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主任徐枫对证券时

报记者表示， 从需求方面看， 深圳对住宅市场

采取限购措施后， 原本投资住宅市场的资金大

量涌入商铺、 写字楼市场， 在一定程度上推高

了写字楼市场的交易价格。 该机构还分析称，

短期内， 价格会成为制约写字楼成交量增长的

重要因素。

在供给方面， 美联物业的报告显示， 位于

深圳

CBD

的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在年内出售了

3.7

万平方米的物业， 占全年全市一手写字楼总

成交量的

56.9%

， 成为本年度写字楼市场的销

售冠军， 其

6

万元

~7

万元

/

平方米的均价， 是导

致今年全市写字楼均价大幅攀升的直接原因。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跌势加快

月底将如期完成“限价令”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国家发改委的煤炭限价实施日期日益临

近，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下滑速度加快，

5

周累

计下降

23

元

/

吨， 至

830

元

/

吨。 按照如此下

降速度， 月底如期完成国家调价任务几乎没

有障碍。

最新一期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继续

呈下降态势， 也是该指数连续五周下降。 海

运煤炭网指数中心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

指数显示： 本期

5500

大卡动力煤综合平均价

格为

830

元

/

吨， 较上周下降

10

元

/

吨， 降幅

继续扩大。

动力煤价格连续下降， 主要原因在于港口

库存仍保持高位， 买方购买积极性依然不高。

电厂方面， 各大电厂冬季购煤高峰期已过， 库

存比较充足， 加之国家发改委的煤炭限价实施

日期将近， 买方强势凸显， 观望态度明显， 因

此国内煤炭市场依旧冷淡。

煤炭专家杨冬认为， 按目前的煤价下落速

度， 预计到本月底， 大多数煤炭运销企业的调

价均会按照国家发改委的限价要求， 如期完成

调价任务， 到月底， 环渤海

5500

大卡市场电

煤离岸平仓价格会顺利下调到

800

元

/

吨。

连日来， 由于市场煤炭需求持续走低， 沿

海港口库存量处于高位， 港口锚地船舶数量大

幅减少。 据秦皇岛港生产动态数据显示， 秦皇

岛港锚地船舶已经连续超过

10

天处于

100

艘

以下的状态， 这是秦皇岛港今年首次出现锚地

船舶

10

天以上持续低于

100

艘的状况。

12

月

10

日， 秦皇岛港锚地待装船舶更是跌平至年

内最低锚地水平， 仅

67

艘。

电价上涨

推动尿素价格顺势上调

证券时报记者 李娴

12

月初的电价上调虽然给高耗能行业带

来成本压力， 但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尿素等

行业的顺势调价方案并没有遭到下游的过多抵

制， 电价上调的成本推动作用正在显现。

生意社的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尿素产品出

厂均价涨幅为

2.33%

， 居大宗商品涨幅前列，

市场行情呈强势上扬的格局。 记者了解到， 此

轮涨价的原因有三， 一是成本推动作用，

12

月初发改委上调电价， 使得尿素生产成本再度

增加

30

元

/

吨左右； 二是受限气、 限电等因素

影响， 厂家整体开工率还是处于低位， 货源供

应趋紧。 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 目前全国

尿素装置总体开工率在

65%

左右， 个别地区如

山西已降至

40%

； 三是为保证明年的春耕用肥

供应， 不少大型经销商已陆续启动冬储， 其中

江苏、 安徽等地因压冻水追肥需求， 当地尿素

经销商已开始拿货， 货源供应呈局部吃紧， 经

销商观望气氛减淡。

中宇资讯分析师汤菲菲告诉记者， 目前北

方小颗粒尿素价位上涨至

2080

元

~2150

元

/

吨

之间， 大颗粒尿素在

2220

元

~2250

元

/

吨左右，

而南方小颗粒尿素的主流报价

2100

元

~2300

元

/

吨， 临近年末， 铁路运力不足或将导致后

期局部地区的尿素供应进一步趋紧。

生意社分析师张明表示， 在相对利好的

作用因素下， 近期国内尿素价格将继续小幅

上涨。

微利时代来临 钢铁业突围之路在高端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尽管已经步入微利时代， 但钢

铁行业更糟糕的时刻可能还没到

来。 明年宏观经济进一步放缓将是

大概率事件， 这将导致钢铁产业下

游需求进一步萎缩， 而铁矿石易涨

难跌的特性无疑也会加剧钢铁业运

行的难度。

然而， 钢铁业的升级转型暗含

机遇， 钢企差异化开发高端钢材品

种就是一条突围之路， 即使全行业

仍处于一个低盈利运行状态， 那些

致力于大力发展优质特殊钢品种的

钢企仍然值得期待。

最坏时刻还未到来

盘点过往几年中国钢铁业的表

现并不太难， 一句话即可说清： 在

高价矿和供求矛盾双重挤压下， 长

期维持低盈利状态。

10

月， 中钢协统计的

77

家大

中型钢企已有

25

家亏损， 销售利

润率仅为

0.47%

， 处于历史最低水

平。 虽然早知形势严峻， 但

0.47%

的利润率还是让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党委副书记罗冰生倒吸了口凉

气， 他说： “可以看到亏损额比

利润额还多。 明年社会钢材需求

减弱， 钢铁行业低效益的态势仍

将继续。”

数据显示，

1

月至

10

月， 中

国大中型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只有

2.8%

， 低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平均

盈利水平。 若扣除钢铁企业投资收

益

54.94

亿元， 钢铁主业利润实际

只有

638.45

亿元， 销售利润率仅

为

2.58%

， 低于银行利率。

但更糟糕的时刻可能还没到

来。 中国联合钢铁网分析师胡艳平

表示， 由于出口所面临的外围环境

复杂而多变、 投资受房地产调控制

约、 消费内生动力不足，

2012

年

宏观经济进一步放缓是大概率事

件。 在宏观经济增速预期进一步放

缓的大背景下， 主要用钢行业表现

均不甚乐观， 这将导致钢铁产业下

游需求进一步萎缩。

此外， 铁矿石易涨难跌的特性

无疑也会加剧钢铁业运行的难度。

华泰联合证券日前发布的报告称，

高产量、 高成本、 低下游需求增速

是钢铁行业盈利下降的根本原因。

铁矿石继续高度依赖进口， 钢厂采

购定价能力不足， 行业明年延续低

盈利的运行态势。

在铁矿石价格走势判断上， 胡

艳平认为，

2012

年全球及国内铁

矿石供需关系难有根本性转变， 铁

矿石价格总体或较今年小幅下降。

国金证券钢铁行业分析师王招

华提醒说， 钢厂通常会有

1

到

1

个

半月的铁矿石库存， 因此

10

月份

铁矿石价格的大幅下降给钢铁企业

造成了巨额的资产损失， 这意味着

钢企业绩在四季度可能会出现非常

差的一个局面。

控制生产总量是关键

“一方面是需求的同比回

落， 另一方面是产量增幅的同比

增长， 供大于求的矛盾不断积累、

不断激化， 使

9

月末的供需关系

达到了最紧张的状态， 从而导致

10

月份钢材价格的全面、 大幅下

跌。” 罗冰生道出了钢铁业的症

结所在。

过去

10

年， 我国钢铁业经历

了惊人的规模扩张， 从

2000

年到

2009

年， 我国粗钢产量年均增速

达到

27.2%

。 正是这种粗放扩张使

得行业不可避免的遭遇资源、 环境

瓶颈， 使得钢铁行业眼下跌入微利

时代。

罗冰生分析称， 无论是

GDP

（国内生产总值）， 还是固定资产投

资、 工业增加值， 今年以来， 其增

速都呈放缓态势。 而

GDP

和工业

增加值更是呈逐季回落的态势， 对

钢铁的需求逐渐减弱。 与此同时，

从钢铁生产供应来看， 却呈现出不

断增长的态势。

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我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8.7%

， 增

加

1358

万吨； 上半年同比增长

9.6%

， 增加

3066

万吨； 前三季度

同比增长

10.7%

， 增加

5083

万吨。

从这些数字可以发现， 我国粗钢

产量水平同比增长的幅度在逐渐

上升。

罗冰生表示， 目前经济增速逐

季放缓的态势在明年仍将持续， 预

计

GDP

增速将回落至

8.5%

甚至更

低一些。 而我国钢铁业发展的主要

特征是市场需求的拉动， 明年经济

增速放缓将给钢铁行业带来重大影

响， 全社会对钢材的需求增长将明

显比

2011

年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从社

会需求的实际出发， 坚持按实际

需求组织生产， 控制钢铁生产总

量， 实现国内钢材市场的供需基

本平衡。 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生产

总量， 明年将延续今年以来国内

市场供大于求、 市场价格全面下

跌、 企业经营困难的状况， 甚至

有可能出现更大的困难。” 罗冰生

强调。

从下游用钢行业增速放缓的态

势来看， 罗冰生的判断基本可以得

到印证。 无论是汽车、 工程机械还

是船舶工业， 行业增速均大幅放

缓， 这些行业对钢材的需求量短期

内显然难以出现大幅增加。

事实上， 这种态势已经引起钢

厂的重视， 不少钢厂已经开始采取

检修停产等措施。 统计局数据显

示，

10

月份， 我国粗钢产量为

5467

万吨， 平均日产水平为

176

万吨， 环比下降

13

万吨 ， 比

1

月

~9

月平均日产水平

193

万吨下

降

8.4%

。

高端产品获政策支持

不过， 从更长远的时点来看，

鉴于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稳步增长

阶段， 钢铁业有望否极泰来。 一方

面， 在熬过最艰难时刻后， 钢铁业

盈利向上反弹空间巨大； 另一方

面， 近日出台的第三份钢铁行业纲

领性文件 《钢铁工业 “十二五” 发

展规划》 暗含的政府调控思路转变

也给业内以新的期待。

从生产前景来看， 《钢铁工

业 “十二五” 发展规划》 预计，

到

2015

年我国粗钢消费量将达

到

7.5

亿吨。 中钢协常务副秘书

长李新创表示， 在对未来粗钢消

费预测方面， 业内争议很大。 但

这个数据可能比较保守， 今年我

国钢产量有望达到

7

亿吨， 以此

来看， 未来钢铁行业还有适当的

发展空间。

值得关注的是， 《钢铁工业

“十二五” 发展规划》 将品种质量

作为规划首要目标， 而不再是以往

的总量控制， 遏制产能过剩。

对此，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

长骆铁军进行了解读， 他表示， 钢铁

材料是应用最广泛的结构材料和重要

的功能材料， 我国钢铁工业在钢材品

种质量方面还存在不足。 而我国钢铁

业规模已经很大， 并已具备由大到强

的转变基础。 钢铁行业要实现由注重

规模扩张， 向注重品种质量效益提

高、 依靠技术进步、 科学管理、 人才

成长转变。

李新创认为， 为适应产业转型升

级需要， 钢企要将产品升级放在首

位， 将提高量大面广的钢材产品质

量、 档次和稳定性作为产品结构调整

的重中之重。 同时， 加快发展关键钢

材品种， 鼓励有实力的钢企开发高端

钢材品种， 同时避免投资浪费和高端

产品的无序竞争。

中钢协首席分析师李世俊表示，

需求增速减缓、 用钢行业产业升级、

环境资源制约、 同质化竞争将是我

国钢铁业面临的四大考验。 必须重

视培育和提升中高端竞争力， 并准

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

特点， 努力培育中国发展新优势。

这些全行业努力的方向， 正在孕育

中的发展新优势是钢铁业转型升级

带来的潜在投资机遇， 只是钢铁业

要再现往昔华章， 还需要等待一段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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