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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行业过剩产能一路调控一路狂飙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山东省邹平县， 全国百强县排名

第十三位， 是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

地、食品工业基地和电解铝、冶金工业

基地。 城北

2

公里处，黛溪街道旁，一

座占地接近

4000

亩土地的工厂———

山东铁雄冶金公司， 是邹平县冶金工

业的重要基地。

“这是我们

2003

年建设的第一条

生产线，年产量

60

万吨的焦化生产车

间。”铁雄冶金公司综合业务部副部长

翟辉指着前方喷着白色雾气的厂房

说。远远看过去，这间厂房规模在前面

更大更现代的生产厂房映衬下， 显得

有那么点寒酸小气， 但它却是这家山

东省最大的独立焦化生产企业的起

点，而时间就在十年前。

炼焦比炼金赚钱

2003

年的焦炭价格， 火爆异常。

价格从稳定多年的

300

元

/

吨一路上

涨到了年底的

1300~1400

元

/

吨。看着

不到一年时间每吨

1000

元的丰厚利

润， 让从事多年煤炭运输生意的王清

涛决定放弃煤炭运输，自己生产焦炭。

“炼焦比炼金都赚钱。 ”业内人士

曾经对

2003

年的市场行情做过一个

保守测算： 如果在年初

2

亿元兴建一

座

40

万吨的机焦生产高炉，那么在年

底即可完成产值

3

亿元， 利税

1

亿元

的可观收益， 这还不算将炼焦副产品

的再加工利用。

当年的王清涛并没有想到自己能

做成山东省最大的独立焦化厂。 站在

十年后的今天看，

2003

年正是一轮周

期的起点。 当年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

达到惊人的

43.9%

。 在

500

万元以上

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

96.6%

，电解铝

增长

92.9%

，纺织增长

80.4%

，煤炭增

长

52.3%

， 显然那是一轮澎湃狂热的

工业投资热潮。

焦炭的惊人涨幅已经将焦炭项目

的狂热建设炙烤得超出了极限。 在邹

平县政府帮助下， 王清涛创立的铁雄

焦化厂首期

60

万吨

2004

年实现开工

生产。 而在煤炭大省山西上下一时间

“全民皆焦”， 河北的炼焦厂也是遍地

开花， 许多未经任何审批的民营焦化

项目直接上马，导致产量急剧上升，全

国焦炭产量达到

1.7

亿吨， 全国中小

独立焦化企业数量占

80%

以上。

价格暴涨暴跌

2006

年时， 全国焦炭产能已达

2.7

亿吨， 已经超出调控第一年———

2003

的产能逾

1

亿吨，而钢铁、电解

铝等被点名的产能过剩行业， 也在不

断扩增产能，都接近调控之初

2003

年

水平的一倍。

尽管产能翻番， 但在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快速上升的推动下， 新一轮

价格狂飙从此开始。

2006

年，焦炭价

格从

1000

元

/

吨起步， 始终保持稳步

上扬态势。 到当年年底焦炭价格稳定

在

1500

元

/

吨上方。其时，铁雄焦化厂

三期工程投资

5

亿元， 国内第二条高

规格

150

万吨焦炭生产线开始动工，

并在

2007

年底投产。 其时，铁雄焦化

厂已经成为山东省内最大的独立焦化

企业。

到

2008

年， 焦炭价格从年初的

1700

元

/

吨， 到

6

月份就上涨到

3000

元

/

吨，甚至一度摸高到

3200

元

/

吨，半

年的累计涨幅已经接近

1500

元

/

吨，

超过了前两年的累计涨幅。 如此迅猛

涨势下， 铁雄焦化厂也提出建设第四

条生产线，规模

150

万吨，并开始着手

规划场地，引进设备。 但是，

9

月份之

后，焦炭行情的急转直下，快速暴跌，

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内， 价格暴跌了将

近

2000

元，跌势之猛，让人心里发凉。

铁雄焦化厂的雄心壮志被打破，

150

万吨新增产能项目， 从此搁置至

今。尽管

2009

年国家出台四万亿刺激

政策，但是全国焦炭产能每年

26%

左

右的增幅，已经一去不复返，山东淄博

地区的二级焦报价再也没有攀升到

2000

元

/

吨上方，行业彻底告别暴利。

盈利分化

告别暴利之后， 焦化企业分化开

始明显，有亏损，也有企业实现利润成

倍增长的情况，显然，这与产能过剩行

业亏损必定全行业亏损严重的片面印

象很不相符，而且广泛的下游产品，提

升了焦化企业获利潜能。 即便焦炭需

求继续萎缩， 下游化工产品仍然可以

弥补利润空间。

“铁雄的核算成本远低于山东省

内其他企业。”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苏恒湖表示， 山东地区一

些焦化企业已出现停产情况， 虽然不

算突出，但已经露出苗头。但是如果价

格再度反弹起来， 这些产能就会恢复

生产，“这些企业往往价格一落， 产能

就会萎缩。 价格一涨，产能就会放大。

同时， 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成本管理

优势，企业没有腐败生存空间。我们企

业总核算成本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承受压力水平也高于平均水平。 ”

根据中国炼焦行业协会今年上半

年的调研数据，在钢铁联合企业焦化和

独立焦化企业中， 一般差距在

40

公斤

标准煤

/

吨焦左右， 最高和最低企业差

距甚至高达

60

公斤

~90

公斤

/

吨焦；重

点调研企业焦炭制造成本企业之间最

高与最低差距高达约

500~600

元

/

吨；

甲醇生产耗焦炉煤气最低与最高之差

距高达

400~500

立方米

/

吨； 吨焦耗新

水企业间差距达

2~3

立方米等，企业之

间能源资源、余热余能等利用的效率和

成本、工艺技术、生产过程和经营管理

水平之间的差距比较明显。

让人羡慕的过剩产业

尽管历年来对于焦化行业调控的

政策一箩筐， 但是从记者调查了解到

的情况看， 各界对于这些政策能否最

终化解所谓的产能过剩仍然偏向于谨

慎，酝酿中的提高企业准入的环保、节能

和技术门槛， 这些措施在过去十年的宏

观调控中，都有所提及，而最终能否得到

各地政府的坚定落实，仍然是一个问号。

而自

2003

年实施调控至今，十年

8

个文

件， 全国焦炭产能却从

1.7

亿吨扩张到

近

5

亿吨规模。

毕竟， 包括焦化企业在内的产能过

剩行业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 缴纳高额

的利税， 使得地方政府关闭企业的决心

始终难以确定。 而邹平县当地的成功企

业多是纺织、食品、钢铁、铝业、电力等传

统行业为主的现实， 也让周边县市颇为

羡慕。

桓台县与邹平县是邻近县， 桓台县

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一位正科级干部

说， 邹平近年来涌现出这么多强大的民

营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邹平县人“赶上

了好时候”。 邹平县财政一年如果按照

50

亿元计算，生产纺织和电解铝的魏桥

集团就贡献了

30

亿元，而铁雄冶金贡献

了

10

亿元。

这位人士说，“像电力、钢铁、铝业、

造纸等行业，都是高能耗的传统行业，一

个县能上马这么多高耗能项目这在今天

是很难做到的，不过放在十年前，能源行

业审批较为宽松， 谁抢先上马谁现在就

能做大做强。邹平正好起步早、抓准了时

机，迅速完成原始积累，并通过一系列兼

并重组、资本运作‘滚雪球’发展，很快膨

胀起来”。

开工率居高不下 行业从暴利走向微利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虽然有宏观调控和价格低迷的双

重挤压， 但各地淘汰焦炭产能的力度

仍然微乎其微， 甚至焦化行业产能在

今年上半年新增产能

1185

万吨。记者

在走访调研过程中， 多位焦化企业负

责人表示， 政策调控产能的效果不明

显，应该依靠市场机制淘汰产能。

中国炼焦行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上半年以来，又先后有一批具

有一定资源、 技术或市场优势的企业

新建投产炭化室高

5.5

米捣固及

7

米

以上顶装焦炉共

19

座， 新增产能

1185

万吨

/

年， 比上年同期有增多的

势头。

“实际增量肯定比这多，因为地方

政府不让多报。”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苏恒湖表示， 今年焦炭

产量有可能继续走高， 虽然焦化行业

利润微薄，但是整体开工率仍在

70%

左右。今年

6

月份，在全国钢铁市场需

求日趋减缓，钢价大跌的情况下，焦炭

日产量高达

136.82

万吨，相当于年产

量近

5

亿吨水平，再创历史新高。

居高不下的开工率，显示炼焦仍

然有利可图。 天津富迪特实业有限公

司，依托天津港口优势，长期从事国

内外焦炭市场贸易。 公司副总经理崔

建新表示，目前各地淘汰焦炭产能的

力度微乎其微，已经上报的基本上都

是已经停掉的了， 全国范围都是这

样。 因为钢铁企业和焦化企业都是地

方经济的支柱， 是地方政府的政绩，

也是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但是如果

企业长期陷入亏损，地方政府的态度

将会扭转。

山西美锦集团期货交割库负责人

杨涌说， 焦化行业处于一个艰难盈利

状态中， 目前的焦炭价格对于美锦来

说，已经逼近利润平衡点。很多焦化企

业，并没有放弃焦化行业，而是在发展

下游深加工，无论从国家政策、调结构

的方向来看， 还是增加企业利润等方

面考虑，这条路必须走。目前山西各家

焦炭生产企业都在做前期尝试和推

动，因为高附加值产品前期投入很大，

现在由此产生的利润目前还是很小，

甚至没有，但是发展趋势比较明朗。

旭阳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志胜

认为， 环保要求将成为后期限制焦化

产能继续扩张的重要抓手。 根据环保

部发布的

2012

年第

43

号公告，

8

项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有了强制性执行

的国标，要求在

2015

年

1

月

1

日现有

焦炭企业达到新建企业的污染控制水

平。 “如果严格推行，未来小钢厂和小

焦炭厂将无法运营下去。 ”

“煤炭属于暴利行业，这几年政策

调控产能的效果不明显， 应该依靠市

场机制淘汰产能。 现在焦化行业迫切

的问题是污染，应把环保跟上，污染控

制住。 但是长期看，我们的房地产业，

以及钢铁、 焦炭和水泥等重工业产能过

剩了，真的吗？ ”中钢炉料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蔺颇反问道。

蔺颇说， 看看现在北京郊区农民住

的房子和基础设施， 再看看最偏远的美

国农村、 日本农村农民住的房子和地上

地下的基础设施， 就应该明白在中国这

个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13

亿人，还

需要至少

50~70

年， 才能毫不羞愧地说

出“我们的房地产业，以及钢铁，水泥等

重工业产能过剩了”这句话。

“当前钢铁产能

10

亿吨，富裕产能

过大，但我并不认为产能过剩。 ” 蔺颇

说，中国经济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相比，

要走的路还很长， 所以

10

亿钢材不算

多，而且铁矿石、焦煤受制国外。长远看，

要建成真正的小康社会，无大产能支持，

会受制国外更多。 所以说，短期看，煤焦

钢产业链产能过剩，但从长远看，产能并

不过剩。 若

10

亿钢材不算过剩，焦炭焦

煤也不算过剩。

撕掉“产能过剩” 标签

让市场优胜劣汰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不知道谁发明了

“

产能过剩

”

这

个标签

，

特别地好使

。

没有具体定

义

，

没有公认标准

，

但是一提起来

，

大家都可以义愤填膺

，

欲除之而后

快

，

觉着特过瘾

。

抑制产能过剩从

2003

年第一

次成为宏观部门的调控关键词

。

当

年

3

亿吨产能的钢铁行业被认定为

产能过剩的

“

首犯

”，

但到

2012

年钢

铁产能已经发展到

9

亿吨规模

，

且

仍在不断上升当中

。

回头看

，

显然一开始

，

政府管

理部门严重低估了市场需求增长

，

低估了全国基础建设的宏大规模

。

其后

，

钢铁

、

焦炭

、

电解铝等产品价

格一路飙升

，

正是供求关系失衡使

然

。

而在一轮总需求上升周期的起

点

，

政府部门就认定钢铁业存在大

范围严重产能过剩的判断显然是

失误

。

随后

，

针对产品供应端的调控

手段屡屡升级

，

从最初在数量方

面

，

后从供地

、

融资

、

核准

、

清查项

目发展到查处重大案例等各个方

面

，

范围也扩大到汽车

、

造船等更

多行业

。

压制供应端的这类调控举

措

，

也成为后来房地产调控的主要

思路

。

以

“

市场失灵

”

解释

“

产能过

剩

”

的形成机理

，

则是上述政策的

理论依据

。

十年间

，

为防止过度竞争

、

重

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

政府部门在一

些重要竞争性行业实施限制进入

和限制竞争的政策

。

与此同时

，

对

于需要切实控制的需求端

，

相关部

门却大肆放水

，

发行天量货币

，

广

义货币

（

M

2

）

突破百万亿元关口

，

基

建投资几何倍数膨胀

。

政府用有形

之手

，

一打一拉

，

让老百姓无端承

受了高昂的代价

。

当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措

施成为政策重点时

，

市场信号已经

失真

。

企业想要赚快钱

，

地方政府

也从中获利

。

当每个地方都在追求

利润最大化时

，

中央政府遏制行业

整体过剩的改革措 施 都 会 难 以 落

到实处

。

这种政策模式下

，

赚快钱的民营

企业身负

“

原罪

”，

企业家精神往往也

在过程中被大量消耗折损

，

成为权

商

。

而国营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

也大大降低

，

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

阻碍市场的优胜劣汰机

制

，

不利于行业乃至国民经济整体效

率提高

。

如今

，

政府主导的投资需求面临

调整

，

社会总需求出现压缩

。

除了钢

铁

、

焦炭等所谓传统过剩产能行业

外

，

包括光伏在内的新兴产业也都出

现价格大幅调整

，

开工率严重不足的

情况

，

连手机游戏这种前卫高端的项

目上都是人头攒动

，

泡沫严重

。

可见

，

随便向一个行业贴上一个

“

产能过

剩

”

的标签

，

妄图用行政手段

，

实现理

想中的供需平衡

，

是多么荒谬的一件

事情

。

新一届政府上台后

，

经济结构着

力点转换到调整经济结构上来

。

坚持

用改革的办法

、

调整结构的措施

，

统筹

施策

，

精准发力

。

当前

，

调整产业结构

最关键的是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

基本精神

，

加强建设开放

、

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

决策者应该把

“

错装在政府身上

的手

”

换成市场的手

。

以市场无形之

手

，

彻底取消对某个行业画上

“

产能

过剩

”

标签的简单粗暴做法

，

充分发

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

让市场中的

企业具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提高生产

效率

，

也使得资源和市场份额逐渐向

高效率企业集中

，

而这需要

“

壮士断

腕

”

的决心

。

用期货管理库存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告别暴利之后的焦化行业，面

对需求萎缩的冲击，如何管理库存

成为焦化行业的重点课题。 在焦炭

和焦煤期货先后上市运营之后，部

分焦化厂商在期货市场通过套期

保值，管理库存，大幅提升了企业

盈利水平。

“焦化企业问一圈，不知旭阳

也枉然。 ”焦化行业流传的这一句

话，引发记者极大兴趣。 河北邢台

旭阳化工集团，这一家成立于

1995

年的以焦炭和化工产品为主要产

品的公司，如何取得焦化行业的交

口称赞呢？

一位行业内人士向记者透

露，去年一年，河北唐山地区焦

炭价格从

2000

元

/

吨 ， 下跌到

1100

元

/

吨。 一年时间内，价格下

滑

900

元

/

吨，国内焦炭生产企业

和贸易企业普遍发生大幅亏损，

但是旭阳化工亏损幅度小，甚至

略有盈利。

今年上半年，焦炭价格从

2

月

底的

1700

元

/

吨， 下跌到

6

月底的

1200

元

/

吨， 焦炭企业盈利大幅缩

水，但是旭日化工公司盈利远超其

他焦炭生产企业，期货上的套期保

值头寸盈利

5000

万元以上已经超

出现货生产利润。

“企业艰难时更有动力做期

货。 旭阳化工就是在现货市场困难

时进入市场操作的，规避了风险。 ”

在北京丰台区的企业总部基地，旭

阳化工有限公司期货事业部总经

理陈志胜对记者说，“对于煤焦钢

市场来说，从去年至今，库存是所

有问题的核心。 现货市场销售困难

的情况下，通过期货上销售可以减

少亏损。 ”

陈志胜说， 去年

8

月份旭阳

集团也面临亏损局面， 并有焦炭库

存。 当时旭阳集团在天津港有库存

8000

多吨， 现货市场上很难销售，

很多钢铁企业不采购， 或者压低价

格采购， 最终旭阳集团选择了期货

上面销售， 最后通过交割， 减少了

亏损。

尝到了甜头后， 旭阳集团开始

主动在期货市场上寻找机会， 今年

成立了独立期货部门， 在现货基础

上建立套保头寸， 即对已经签了合

同的、 库存的原材料及产成品在期

货市场套保， 基本理念是对冲价格

风险。

2013

年春节过后，看到现货和期

货价差达到了

200

元

/

吨左右，旭阳集

团投资部门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合理

的， 随着交割月的临近期货价格应该

回归到现货价格水平， 现货价格将继

续下跌， 所以进行了多次卖出保值操

作，最终获利丰厚。

一来二去，旭阳集团成为了焦炭

现货企业圈里面成功运用期货工具

的代表， 广为焦炭现货生产企业所

知，其期货收益超越现货全部收益，

更让其他焦炭生产企业羡慕， 也引

来各地焦化企业慕名前来旭阳集团

学习，更让“焦化企业问一圈，不知

旭阳也枉然” 这句话在焦化行业内

广为流传。

目前，焦炭已成为国内期货市场

最活跃的合约之一。 尤其是从

2012

年

6

月

26

日后， 成交逐步活跃，至

2013

年

8

月

19

日的

275

个交易日，

总共成交

2.37

亿手， 占总成交量的

98.75%

，日均成交

86.1

万手，日均持

仓

18.07

万手。 法人客户持仓占比最

高达到

42%

，上市以来平均持仓占比

为

18%

。 法人客户持仓绝对值稳步增

加，最高日持仓量达到

5.3

万手。今年

7

月至今，法人客户日均持仓达到

4.3

万手。

编者按：煤焦钢产业链，特别是焦化行业一直是国家宏观调控的

对象。 自 2003 年实施调控至今，十年 8 个文件，全国焦炭产能规模却

从 1.7 亿吨扩张到近 5 亿吨，调控目标和调控结果背道而驰。证券时报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天津、山东邹平以及山西太原等地区，深入焦炭生

产一线，通过实地调研，挖掘以焦化行业为代表的过剩产能一路调控

一路狂飙的原因。

图为山东铁雄焦化厂。 魏书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