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钢外迁：京津冀一体化先行者的艰难融合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首钢老厂区在北京市石景山区，

石景山在首钢老厂区内。 这座山见证

了十里钢城从重到轻、 从喧嚣到安静

的过程。 而那些分散于河北多地的首

钢钢铁产业，又延续了老首钢的火种。

蜕变

从首钢东门进入，乘坐

58

路公交

车，要

5

个站才到终点站“五一剧场”，

在此拾级而上，可爬上石景山，登上石

景山，会感叹首钢真大。

站在山顶， 近而显眼的建筑是

3

号高炉。这座高炉

2010

年

12

月

18

日

停产，

17

年里生产了

3354

万吨生铁。

5

月

12

日，高炉下面，来自辽宁的于

振强和他的同伴正在拆除动力管道。

拆除首钢是于振强的工作，他和同

伴们每人每天可以获得

180

元

～200

元

不等的工钱。 于振强服务于首建设备

维修有限公司，他熟悉这些庞然大物。

他还在河北唐山曹妃甸为

2

号高炉出

过力， 那座高炉隶属于首钢总公司的

首钢京唐联合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承

载了首钢钢铁主业的新梦想。

3

号高炉不会被整体拆除， 根据

规划， 它将作为首钢老厂区的旅游景

观。

2013

年首钢老厂区被批准作为

3A

景区，

36

项工业遗存被保护下来。

十里钢城如今是一座静悄悄的钢

铁丛林。 尽管早在本世纪初首钢就谋

划搬迁，并于

2010

年正式停产，但从

外表看，厂区还没多大变化。

接近石景山山顶的碧霞元君殿附

近， 是首钢退休工人柴师傅和李师傅

经常来锻炼的地方。 他们对厂区迟迟

没有动作很有怨言：“停产这么久，这

么大个厂区，该拆不拆，不是浪费吗？”

完善

首钢厂区迟迟不能拆除， 背后是

定位上的完善，也可以说是适时而动。

4

月份的消息显示， 为了和京津

冀一体化做对接， 首钢总公司计划联

合河北唐山曹妃甸在两地建设北京产

业园。 该产业园吸引欲将产能部分外

迁的北京企业， 企业可在首钢石景山

原厂区建设总部， 在曹妃甸建设生产

基地。 首钢总公司现有的

8

平方公里

土地将建成总部经济基地， 曹妃甸的

产业园起步区规划面积为

10

平方公

里，拓展区为

40

平方公里。

但首钢内部人士称， 目前对产业

园的建设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按原规

划， 石景山原厂区将建设高端产业综

合服务区，类似于中关村管委会，但可

能要等到长安街向西延长穿越首钢厂

区后才会启动。

首钢经济增加值占石景山区的

55%

，税收占全区财政收入的

50%

。发

展房地产显然不能持续贡献税收和就

业，不发展房地产已是规划者的共识，

但是在引入何种产业上， 却较之前的

规划有所调整。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

2012

年北京制定了 《首钢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实施方案（

2013

年

－2020

年）》，圈定

了

10.9

平方公里的改造范围，其中首

钢主厂区被规划为工业主题园、 文化

创意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区、总部经

济区和综合配套区

5

大功能区， 发展

高端金属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产性

服务业、都市新型环保产业、文化创意

产业以及综合服务等六大产业。

与

2007

年的原版规划相比，取消

了 “行政中心区” 和 “滨河休闲区”。

2007

年，石景山区时任区长周茂非介

绍说，首钢厂区将建中央办公区，将来

可能有一部分国家机关到此办公。 但

政府最终并未批准该计划。

目前比较确定的项目， 是中国动

漫游戏城，该项目建于首钢二通厂，土

地一级开发整理的招标公告不时见诸

互联网，最近一个是今年

2

月

12

日发

布的。

石景山区“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建

设现代金融产业，首钢顺势而为，计划

将原二型材主厂房区改建成全国首个

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 而引入金融产

业，在《实施方案》中并没有明确提出。

首钢发展良好的非钢产业， 可以

为首钢老厂区开发作出贡献， 目前首

钢总公司已拓展出矿产、电子、民用建

筑设计、 汽车零配件、 工程承包等产

业。

2012

年首钢股份亏损

3.57

亿，集

团非钢业务却盈利

51.7

亿。 华泰证券

钢铁行业分析师赵湘鄂表示， 国内钢

铁公司非钢产业发展最好的是宝钢和

首钢。 首钢非钢产业和生产服务性产

业将继续在老厂区经营。

2011

年的一则首钢高端产业部

招聘人才广告中， 联系电邮后缀是

“

newshougang

”，即新首钢。 首钢人希

望老厂区即 “新首钢” 未来产值超

2000

亿元，这就需要将大量闲置的土

地能迅速运转起来。

搬迁

2003

年以来， 首钢总公司为推进

完成首钢搬迁调整工作， 先后在河北

秦皇岛、迁安、曹妃甸以及福建设立并

建设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和秦皇岛首钢板材有限公司、 首钢迁

安钢铁公司、京唐钢铁，以及首钢凯西

钢铁有限公司。

其中， 迁钢公司和京唐钢铁是重

中之重， 两个项目都位于我国钢铁产

业最集中的地级市———河北唐山。 国

务院在

2005

年批准首钢搬迁，但早在

2003

年，首钢就开始建设迁钢公司和

首秦公司，当年，曹妃甸也开始吹沙造

田，为京唐钢铁建厂做准备。

迁钢项目建在首钢拥有的迁安铁

矿旁，在首钢搬迁调整战略中，肩负着

为首钢京唐钢铁公司建设提供技术、

人才和管理支持使命。

“这是很明智的做法。 ”中钢集团

工程设计研究院院长周建宏说， 首钢

分批搬迁，而且搬往不同区域，这样的

方式规避了风险。从后续运营上看，他

认为搬迁“整体上是成功的”。

“搬迁” 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

法，其实随着老首钢停产，原来的生产

线都已废弃， 首钢新建钢厂采用的是

全新的生产线、新工艺。

首钢搬迁的确是由行政命令而

起，但北京奥运会只是诱因。一个现代

化都市里没有钢铁行业的容身之地，

大钢厂的封闭环境不利于整体规划，

单位面积产出也有限，随着城市发展，

不仅是钢铁行业， 很多工厂都搬出了

城市， 首钢附近的石景山发电厂今年

底也要关闭。当然，环境承载能力也是

重要原因。

首钢将主要生产环节放在河北，

并非为了响应京津冀一体化而起，也

是因为客观经济规律所致。 河北距首

钢老厂较近，建厂成本较低，有海港和

矿山；河北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省份，

希望借助首钢建厂提升经济。

从陆地走向海洋，是武钢、首钢、

鞍钢不约而同的选择。

12

日下午

3

点，

31

岁的小杜来到首

钢内的车站候车室，他要到曹妃甸上班。

之前，在石景山山腰，记者碰到两位

首钢退休师傅。“我的孩子宁可到地铁公

司上班。”李师傅说，“冶炼这个产业污染

严重，而且每年都有死伤事故。 ”另一位

补充说，“工厂环境也不好， 没停产那会

儿，咱站的这个地方都是灰。”事实上，他

们的孩子都没在首钢工作。

2010

年首钢主流程停产， 最后

2.2

万人迎来安置分流高峰，此前的五年间，

首钢完成了

4

万多名职工的分流安置。

“很多人宁可不工作，吃低保在家待

着，也不愿到河北工厂去上班。 ”李师傅

说，“那里太苦了，什么也没有。 ”

“河北和北京的确没法比，肯定会流

失一部分优秀人才，这没办法。 ”华泰证

券分析师赵湘鄂也这样认为。

曹妃甸

但总有人愿意远赴河北， 小杜就是

其中一位， 之前他已在首钢工作了

10

年。

4

点钟，班车出发，只要有公司开出

的路条，员工可以免费搭乘。

4

个小时的

车程，工友们从寒暄到无话可讲，不少人

打开手机玩起了游戏。

晚上

8

点，班车到达曹妃甸。曹妃甸

就如同漂浮在海上一般， 这里有

200

多

平方公里系人工所填， 向渤海湾伸出一

截，在地图上清晰可见。以陆地为零公里

计算，填海最远处为

18

公里。

曹妃甸的人气主要来自京唐钢铁。

京唐钢铁在原唐海县城 （现已更名为曹

妃甸区）有家属区，曹妃甸临港商务区的

房子主要团购给了京唐钢铁，

20

多公里

外唐山生态城的第一个楼盘， 也是为京

唐钢铁员工所打造。

曹妃甸如今大约有

3

万人， 在京唐

钢铁工作的就有

1

万多。

“在北京有家的都经常往北京赶，如

果是本地招工，会就近买房安家。 ”在京

唐钢铁工作的杨树刚师傅介绍。 他月收

入

5000

元

～6000

元，是京唐钢铁招收的

工人，家就在曹妃甸。这也刺激了当地小

区逐渐热闹起来。

记者在首钢门口碰到的小杜每周都

要回家，一辆辆大巴像脐带一样，将曹妃

甸和首钢连在一起。

在曹妃甸工作的首钢人每天可以领

到

55

元的补贴。当地人甚至有些羡慕首

钢工人。杨树刚

2010

年从唐山市滦南到

曹妃甸揽活儿， 他觉得工人的待遇甚至

有些过于好了：两个人一个宿舍，跟豪华

宾馆一样，每天有人打扫。

5年亏120亿

京唐钢铁规划得很好， 曹妃甸最南

端给京唐钢铁定制出一块儿优良港口，

首钢有专用的铁矿石码头， 通过运输带

直接将铁矿石运往加工车间， 加工成型

的各种钢材则通过专用码头运出， 既减

少物流成本， 也因为工厂内各生产环节

环环相扣，节省了能源，降低了污染。

规划确实很好。 但一开始京唐钢铁

就遇到了麻烦。

京唐钢铁投产至今，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分别净亏损

5.3

亿元、

31.37

亿元、

51.41

亿元。 最近两年没有披露数

据，京唐钢铁官网上写着该公司

2012

年

减少净亏损

21

亿元， 亏损额大幅缩小

67．05%

， 以此推算，

2012

年亏损应该是

31.32

亿元，

2013

年亏损

10.32

亿元。

5

年时间，京唐钢铁亏损

120.72

亿元。

搬迁让首钢实现了以长材生产为主

向高档板材和精品长材转型的历史性转

变，但这需要付出代价。

亏损年份中，

2012

年的

50

多亿元

是顶峰， 直接原因是

2011

年

5

月，

1

号

高炉炼钢主控室电缆失火， 导致京唐钢

铁近

650

公里电缆被烧， 架空管道焊接

钢板开焊， 整个炼钢厂区全面停产半停

产长达一年零两个月。

京唐钢铁拥有全国仅有的两座

5500

立方米高炉， 分别于

2009

年

5

月

21

日和

2010

年

6

月

26

日投产，但运作

这么大的高炉，需要经验和支撑系统。此

前国内最大的高炉为宝钢所建， 容积是

4500

立方米。

由于对铁矿石品位要求高， 导致产

品成本上升， 而下游客户对产品质量却

并不认可。

股东的矛盾也产生了内耗， 首钢总

公司和唐钢分别占股

51%

和

49%

，双方

所派人员之间意见分歧大。最终

2010

年

河北钢铁决定抽身而出， 如今首钢总公

司

100%

持有京唐钢铁。 河北省

2008

年

决定集合省内国有钢厂成立河北钢铁

后，宝钢也退出了邯宝钢铁。

京唐钢铁在产量爬坡阶段， 偏偏遭

遇国内钢铁产业景气度急遽下滑。 新钢

厂想赢得客户信任需要时间， 但钢厂想

要达到效率最优，就需要开足产能。由于

效益不佳，二期无法进行，也无法发挥一

二期联动协同效应。

不仅京唐钢铁， 投入生产更早的迁

钢公司新产品生产也还在磨合之中。 迁

钢车间一位工人说， 因为一季度效益不

达标， 工资由

4000

元

/

月降到

3500

元

/

月。 有迁钢外协工介绍，去年

6

月份，他

们一个班

36

人就裁掉了

8

个。

李新创任院长的冶金工业规划院是

京唐钢铁的设计方， 他认为京唐钢铁的

位置符合中国未来钢铁业布局需求，而

且工艺先进，没有问题。“运作

5500

立方

米高炉需要一个成长过程， 一个新钢厂

投产

－

达产

－

达效需要时间。 ”他说。

从数据上看， 京唐钢铁最近两年亏

损额的确有所减少，

2013

年汽车板生产

完成

63

万吨，产量实现翻番，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和营业费用同比却

分别下降了

27.94%

、

25.64%

、

17.65%

和

12.65%

，全年降成本

19.86

多亿元。与之

相对应的， 是京唐钢铁各种产品的产量

在一步步提高。

京津冀一体化是个老话题， 首钢搬

迁时间也已经不短了， 首钢拥有北京其

他企业所没有的资源， 当然不是一个可

以复制的样本， 但却可资借鉴。

5

月

16

日上午， 国家发改委产业司副巡视员余

东明等前往首钢调研京津冀一体化，称

首钢钢铁业搬迁到河北省为下一步编制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提供了借鉴。

先行一步的首钢也想把握京津冀一

体化机会。 在

5

月

16

日的调研会上，首

钢总公司党委书记靳伟表示， 京津冀协

同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 为首钢的发展

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首钢更应在区

域协同发展上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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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迫于环境压力搬迁

，

无意中成为京

津冀一体化的先行者

。

首钢将钢铁产业的生

产部分迁往河北秦皇岛

、

迁安和曹妃甸等地

，

留下非钢产业在北京发展

，

还有

8

平方多公

里的老钢厂可以打造高端产业综合服务

区

———

京津冀一体化的定位

，

在首钢业务重

新布局中得到精准体现

。

但搬迁多年过后

，

首

钢老厂区开发还未完成

，

位于曹妃甸的新钢

厂陷入亏损

。

也许京津冀一体化也会一样

：

计

划得很美好

，

融合起来则需要时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