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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湖北钢铁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戴化勇 彭代武
1
 

(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金融危机对中国湖北钢铁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从分析中国和湖北钢铁产业发展的现状的入手,

研究金融危机对湖北钢铁产业的影响, 并重点研究的在金融危机下各种钢铁政策对湖北钢铁产业的影响。在此基础

之上,提出未来湖北钢铁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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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钢铁产业发展概况 

钢铁产业是湖北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在全国钢铁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04 年湖北粗钢产量为 1353 .51 万吨,占全国

粗钢产量的 4 .97 %；钢材产量为 1334 .33 万吨,占全国的 4 .49 %。2007 年湖北粗钢产量为 1778 .17 万吨,占全国粗钢产量

的 3 .6 %, 成品钢材产量为 1857 .93 万吨,占全国的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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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与湖北钢铁产业的影响 

2 .1  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大量钢铁厂倒闭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8 年 10 月, 71 家大中型钢厂亏损 58 .35 亿元, 其中, 有 42 家企业出现亏损,亏

损面达到 59 .15 %。这也是本轮经济周期以来, 中国钢铁业首次出现月度亏损。中钢协的统计显示, 2008 年 1-10 月, 71 家

钢厂累计存货达到 4746 .36 亿元, 同比增长 50 .33 %。其中, 产成品库存达到 1268 亿元, 同比增长 45 .3 %。一至九月份,

河北省钢铁行业累计亏损户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81 %, 累计亏损额为 6 .62 亿元人民币, 九月份当月亏损额为 2 .24 亿元, 占

一至九月亏损总额的 33 .85 %。据了解, 2008 年全省已有近四成小钢厂倒闭。另一家民营钢铁企业厂长表示:“这次的金融危

机对中国钢铁业造成的影响十分严重,中国的中小钢铁企业将倒闭 50 %以上。”从图 1 可以看出从 2008 年 8 月份开始湖北省

粗钢和成品钢材产量增长速度明显下滑。 

 

2 .2  钢铁及和以钢铁为原料的产品出口速度开始放缓, 出 

口订单大幅减少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罗冰生说, 钢铁企业今年第四季度出口订单下降50 %左右, 明年第一季度的出口订单也大幅度减

少。从全国来看, 据海关统计, 2008 年10 月份我国出口钢材462 万吨, 比9 月份减少205 万吨, 降幅达到30 .73 %,10 月份

铁矿石进口3062 万吨,较9 月减少858 万吨,降幅达到21 .88 %。同期, 湖北省的钢材出口从八月份开始连续大幅下滑, 十月份

出口37 .9 万吨, 与八月最高时的95 .8 万吨相比下降了58 万吨,降至二月份以来的月度最低点, 可见, 全球金融风暴对我省

钢铁出口行业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2 .3  主要用钢行业, 如地产、汽车、造船等行业陷入低迷,间接影响湖北钢铁行业的发展 

(1)从地产行业来看, 国内房地产市场受楼市价格泡沫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 其价格已呈下滑态势。金融危机的发生, 外

资的抽逃, 使楼市面临更大的套现和下滑压力。市场观望气氛浓重, 将对国内地产投资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而国外房市的萧条

早已成为现实。对钢铁行业而言, 房地产行业的用钢量占全国整体钢材需求的25 %, 加上住房装修和家居购置的需求, 用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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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达三分之一。所以房地产行业的下滑,对钢铁行业的影响巨大。 

(2)从造船行业开看, 在此次金融危机面前也将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这对河北钢铁行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多年以

来国内外造船业持续繁荣, 我国亦成为排名第二的世界造船大国。造船业的用钢需求, 对河北乃至全国钢铁企业的发展起到了

很大推动作用。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全球贸易大幅萎缩, 对于大宗商品的贸易需求下降将通过航运业的衰退传导至造船业, 致

使造船业面临严峻形势。造船订单的减少, 将打破钢铁行业自身的内循环。自200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周期, 我省钢铁行

业也经历超常速度的发展,钢铁企业在扩大产能中的内循环在不断放大。即钢铁企业发展, 自身也需要钢铁, 又需要进口铁矿石, 

必然需要造船,造船本身又需要钢铁, 形成一个内循环。日本的一项调查显示, 30 %的钢铁需求由内循环产生。内循环的需求萎

缩,使我省钢企发展失去另一强大支撑。 

(3)从汽车行业来看, 国内外汽车业的低迷态势对我省钢铁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自2002 年以来, 作为用钢大户,我国汽车

市场超高速增长达6 年之久, 远远超过我国GDP 的增长速度。受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危机影响, 如今这种超高速增长开始迅速

变缓,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统计, 2008 年1 -8 月,全国乘用车市场总体表现低迷,我国乘用车产销463 .24 万辆和

455 .03 万辆, 同比增长13 .67 %和13 .15 %, 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幅回落8 .32 个百分点和10 .94 个百分点。从8 月份的汽

车销量来看,欧洲同比锐降16 %, 北美降幅达15 .5 %, 日本汽车销量下降14 .9 %。而国内汽车销量同比下降了5 .4 %, 环比下

降了6 .0 %。 

3  相关政策措施对湖北钢铁产业的影响 

2009 年6 月湖北省颁布《湖北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在此之前湖北还颁布和发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降低金融危

机对湖北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来看, 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3 .1  产量有所回升 

金融危机对湖北钢铁产量造成了一定影响, 从数据对比来看, 2008 年与 2007 年相比, 无论是粗钢产量和钢材产量都有增

加,但大部分增加都是消耗库存原材料所造成的。从 2009 年开始, 粗钢产量下降, 在图 2 中是 2008 年和 2009年的 1 到 10 月

份的累计产量对比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一直到 10 月份, 2009 年的相关月份的累计产量与 2008 年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呈

现负增长。但是从单月份来看, 从 8 月份开始, 单月产量持续增加, 并超过 2008 年同期产量,表明从 2009 年下半年开始粗钢

产量开始回升(见图 3)。在成品钢材产量方面, 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从图 4 中可以看出, 2008 年和 2009 年的 1 到 10 月份

的累计产量, 呈现负增长。但从 2009 年 9 月份开始, 单月产量同比呈现正增长趋势(见图 5)。无论是粗钢产量和成品钢材产量

从 2009 年 8 月份开始都有明显的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呈现正增长趋势,这就表明一系列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 在经过

一定的适应阶段以后, 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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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结构逐渐优化 

湖北钢铁产业的产品结构进一步深化,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品种钢材产量大幅度增长。武钢已逐渐成为我国汽车板的主

要生产基地和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冷轧硅钢片生产基地, 形成轿车面板、冷轧硅钢片、造船板等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钢材产品系

列。并且以鄂钢为依托, 重点发展了优质棒线材等建筑用材, 建设新型建材基地, 重点发展新III级以上螺纹钢筋、预应力钢丝、

钢绞线及其他钢材深加工产品等。 

3 .3  相关产业发展迅速 

中国政府更是出台4 万亿投资计划, 逐渐使人们从最先的恐慌中摆脱出来,切实有效地思考和应对危机, 在投资拉动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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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 中央投入发挥了杠杆效应, 地方政策跟进,将促进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困境, 相关产业如汽车、建筑和房地产等产业发展迅

速, 为钢铁冶金及铸造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期。 

4  湖北钢铁产业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4 .1  继续加大企业并购重组, 做大做强以武钢为代表的钢铁集团 

自2004 年以来,湖北钢铁产业已经开始迈出结构调整的步伐,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新一轮的钢铁产业规划政策引导下, 湖

北省应继续加大企业并购重组的力度, 优化资源配置, 进行技术改造,重点发展搞质量、高附加值产品, 全面提升湖北钢铁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2008 年武钢集团已跻身世界级钢铁企业, 无论是规模还是盈利能力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未来几年内, 武钢集团

从规模上在湖北地区将有望实现2000 万吨的能力,并将建设成为我国汽车板的主要生产基地和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冷轧硅钢片生

产基地, 形成轿车面板、冷轧硅钢片、集装箱板、造船板、石油天然气管线钢、高档家电板、桥梁板、压力容器板, 电子用钢

等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钢材产品系列。因此湖北应以武钢发展为契机,衍生钢材深加工产业, 带动钢铁相关产业发展, 优化城

市布局。 

4 .2  大力极强技术创新, 提高钢铁企业市场竞争力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也是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措施。湖北钢铁产业发展必需依靠技术创新, 形成以核心竞

争力, 特别是要以钢铁企业为主体, 以湖北地区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 整合全省钢铁及相关技术的创新资源,提高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一是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以决策层、咨询层、管理层和实施层组成的技术创新体系, 同

时健全产学研机制, 提高联合技术创新水平, 加快科研科技成果的转化。二是加快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工艺技术创新, 充分发挥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优势, 集中精力发展市场短缺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替代进口的品种。三是大力推进企业

技术改造, 大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不断提高企业的工艺技术装备水平, 为生产能满足顾客需求的高质量钢材产品

提供保证。 

4 .3  强化企业战略联盟, 构建战略供应链 

面对钢铁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和上下游行业的变化,湖北钢铁产业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要致力于通过企业间与科研院所

的战略联盟来构建战略供应链。一是应加快通国内外重点矿石、煤炭等上有主要原燃料生产企业及港口与运输业企业建立战略

联盟。通合资、合作开采铁矿石、煤炭等原燃料,以及签订长期的原燃料供应和运输合同等方式来稳定原燃料的供应及降低运输

成本。二是同企业、石油、家电、机械等钢铁产品下游用户中的战略用户结成战略联盟。通过共同的产品和技术研发、建立钢

材产品配送中心等方式来构建利益共同体。三是充分发挥湖北科教大省的优势, 加快建立和完善企业间与科研院所的战略联盟, 

推进科技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移。 

4 .4  面向国际市场,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形势下, 开展国际化经营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湖北钢铁产业的持续发展, 必需面向国际

市场, 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一是健全海外影响网络, 扩大产品出口。湖北钢铁企业应将产品出口作为检验企业产品质量和成

本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并逐步从单纯的钢材贸易向提供原材料服务与材料供应解决方案转变。二是加大海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湖北钢铁企业在经过产品输出阶段发展后,应积极想跨国经营转变, 选择合适的项目开展海外投资。三是加强与国际钢铁巨头的

交流与合作。通过实施跨国、跨行业的投资与并购及多种形式的战略合作, 在钢铁企业之间、巨型钢铁企业与上下游产业巨头

之间构筑新的超大规模的产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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