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
较为特殊，我国钢铁产能
过剩严重，但我觉得没必
要对两广项目可能加重产
能而担心。首先是因为两
广项目的前提是两省和相
关 企 业 淘 汰 落 后 钢 铁 产
能，而且有着弥补两广钢
铁供应不足、辐射市场前
景较好的东南亚市场、开
拓高端板材的国际市场等
优势。

其 次 ，大 家 没 必 要 对

“产能过剩”谈虎色变。因
为能力是为将来的市场准
备的。举个例子，2000 年
钢铁产能过剩后，国家整
顿限产为一亿吨，现在中
国 的 需 求 都 已 经 7 亿 吨
了，如果真按照当时一亿
吨来中国就没法发展了，
所以说产能过剩还是市场
需求说了算。两广项目至
少 要 三 年 后 才 能 建 成 投
产，中国现在的城镇化速
度和基建速度能很好地消

化这些过剩产能。
有人担心这是不是意

味着管理层要放松新增产
能的审批从而加速产能过
剩？其实之前三年中政府
没批大家私底下也没停过，
每年新增产能也在 6000 万
吨以上，而有了政府引导大
家往哪儿建、建什么是好
事，防止盲目无序地扩张。
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对新建
钢铁产能项目审批仍将严
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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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巨无霸项目逆市上马引热议
数据显示，去年

钢铁行业的利润率
仅为2.4%，今年1-4
月，利润率进一步下
滑到0.1%，一季度甚
至出现了全行业亏
损。中钢协方面表
示，目前钢铁业已超
过年产9亿吨的产量
和不足7亿吨的消费
出口相差巨大，今年
起我国钢铁行业已
进 入 全 面 过 剩 阶
段。但正是此时，总
投资超过 1300 亿元
的广东湛江钢铁基
地项目、广西防城港
钢铁基地项目却逆
市上马，业界对此议
论纷纷。为什么在

“寒冬”时节依然上
马这两个项目？它
在中国钢铁业版图
上意义如何？怎样
看待有人担心的会
加重产能过剩的问
题？本报采访了部
分钢铁业和经济界
人士。

B06-B07采写/
新京报记者黄锐钟晶晶
(除署名外)

两广项目上马后确实
会增加一部分产能，但我们
更应该看到其关键作用和
意义在于调整我国钢铁业
不合理的产业布局。我国
钢铁工业布局总体上呈现

“北重南轻”、“东多西少”的
特点，而两广市场本身有着
巨大的需求，海南岛本身的
钢铁产能更是几乎为零。
再考虑到国内钢企多布局
选址在缺水的城市、目前中

国 60%的铁矿石从海外进
口等因素，两广项目布局沿
海，依港建厂，有物流成本、
水资源等优势，原料和成品
运输费用将大大减少，是我
国钢铁工业布局调整的重
大项目和重要载体。

其次，中国钢铁业的集
中度非常低，越大的企业越
需要做强，这样才能压缩不
达标和落后的小产能，两广
项目是符合调产品结构的

预期。例如防城港项目产
品主要为中高端板材和国内
尚需依靠进口的高端钢材，
而湛江项目也以汽车、家电
等行业用板以及管线钢、优
质碳素结构钢等为主。

另外，两广项目是有着
历史性的战略意义，它符合
钢铁厂从城市剥离、搬迁到
沿海的趋势，体现了我国钢
铁工业沿海布局调整的大
方针。

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国清

体现了钢铁业沿海布局调整

第一时间听到这两个项
目获批，确实比较惊讶。虽
然发改委也提出了两个项目
是以钢铁压缩产能为前提，
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完成，地
方政府的压产执行力度和效
果让人担忧。中国的钢铁产
能将从结构性过剩转向全面

过剩。
这两个项目很早就被提

上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压缩产
能一直没有被放行，此次获批
让人感觉政府在结构调整和
拉动经济增长之间，很不情
愿地选择了后者，结构调整
屈从了经济增长目标。

Mysteel（我的钢铁）研究中心研究部副经理杨华

结构调整屈从于经济增长

现在很多钢铁企业本
身都是困难重重，很多钢
铁企业在发展非钢业务，
现在在这个时点上批这两
个这么大的项目，确实让
人感觉还是在用投资拉动
经济增长。

实际上 2008 年经济危
机后的 4 万亿经济刺激计
划，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
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化完，如

果今后仍是走投资拉动经
济增长的老路对经济结构
转型是不利的。正是4万亿
后，中国经济在全球最早触
底反弹，此后政府提出了调
整经济结构，如果现在碰到
一点小困难，就再走老路是
十分值得警惕的。湛江当
地政府在项目获批后的表
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政府拉动投资的特点

就是只关心拉动GDP，解决
就业问题，至于这个项目的
效益如何不在政府考虑范
围之内。这也是中国经济
的老问题，虽然政府也提出

“十二五”是经济结构调整
的重要时期，但是现在显然
我们对于经济结构还是缺
乏制度保障。我们的民生
投入还是不足，内需消费的
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师祝波善

应警惕走投资拉动增长老路

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严
重不合理，过度依赖泡沫化
的房地产和过剩产能产业
的无效投资，使得经济非常
脆弱，稍做调整经济增长就
不稳定。增长结构调整刻
不容缓。稳增长需要“稳投
资”，而通过创造有效投资
需求的过程，一定伴随产业

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这
个意义上说，最近被批准的
两个钢铁项目属于恢复无
效投资需求的思路，迟早会
再尝苦果。

高耗能粗放式的增长
方式可以通过向高端制造
业转变，向服务业转变而得
到有效改善，这种转变本身

将创造巨大有效的投资需
求。当前创造有效需求保
持经济稳增长一定要与结
构调整同步，以抓住发达经
济体深陷危机无暇他顾的
时机，推动以内需增长为主
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据《上海证券报》，钟
晶晶整理）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晓蕾

投资需求要与结构调整同步

中钢协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创

钢铁业没必要谈“剩”色变
2011年国内前十大钢铁生产企业粗钢产量（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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