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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产能背景下对当前江西省钢铁

行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陈 菓

【摘 要】：在全国针对钢铁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实施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背景下，本文以江

西省为例，对去产能进程中钢铁行业的总体情况及未来发展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钢铁行业得益于去产能措

施而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共同增长，钢铁价格震荡上涨，钢铁企业效益明显提升，行业资产负债率进一步降低。但

钢铁行业在未来发展中，仍然存在环保政策趋严导致经营压力增加、下游企业成本吃紧导致需求支撑单一、产品附

加值低导致市场竞争力较弱以及行业授信限制导致项目融资困难等问题。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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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产能进程中江西省钢铁行业的总体情况

近两年来，各项去产能措施持续推进，取缔地条钢、释放优质产能等政策陆续出台，江西省钢铁行业呈现总体回暖态势，

钢铁产量大幅增长产能利用率明显提高，市场消费需求稳步上升，钢铁价格总体震荡上行。

（一）去产能任务提前完成，供需结构回归合理水平

2016 年，江西省总共退出粗钢产能 433万吨、生铁产能 50 万吨，提前完成了 2016 年乃至“十三五”期间化解过剩产能的

任务，产能过剩矛盾得到了有效缓解。其中，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安钢公司”）进行了生产结构调整，

主动淘汰 90m2以下烧结机 3台，420m3高炉 1座、35吨转炉 1座以及配套的供需设施，实现去产能 60万吨，同时关停了 50万吨

的焦化厂；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钢公司”）关停了 1座电炉，目前拥有的 3座 100吨转炉、2座 210吨转炉和

2座 50吨电炉均为合格产能。2017年以来，国家化解过剩产能和出清落后产能的政策效果进一步凸显，江西省多个钢铁企业不

断完善烧结脱硫、干熄焦、高炉余压回收等改造措施，淘汰高炉煤气湿法除尘、转炉一次延期传统除尘等高耗水工艺设备，钢

铁有效供给水平不断提升，基础建设项目投资力度加大，市场需求稳步增长，行业供需结构逐渐回归合理水平。

（二）驱除劣质产能作用显著，产能利用率大幅提高

2017 以来，江西省钢铁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逐步恢复至 80%以上，钢铁产量也随之增长，主要由于国家打击“地条钢”等

措施有效遏制了“劣币驱良币”行为，同时钢铁企业积极加强工艺、技术装备、节能减排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改进，产能

利用率进一步得到提升。截至 2017年 11月底，萍安钢公司产量完成 503万吨，同比增加 76万吨，同比增长 17.84%，产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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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 97%，同比提高 19个百分点；新钢公司产量完成 923万吨，同比增加 203万吨，同比增长 23.4%，产能利用率达到 94%，

同比提高 7.2 个百分点。随着去产能政策的深入推进，预计后续钢铁产能利用率将继续提高，但增速将逐步放缓。首先，由于

驱除劣质产能、释放优质产能的政策作用已基本发挥，后续的余震作用将十分有限。其次，江西省的钢铁企业基本都属于传统

的钢企，通过技改手段提高产能的能力不强，产能利用率达到 80%以上之后再进行提高比较困难，预期产能增幅将逐渐变缓。

（三）钢铁价格震荡上行，生产消费实现双增长

取缔“地条钢”等去产能政策造成阶段性的供需缺口，2017 年国内钢铁市场价格总体呈现震荡上行趋势，整体处于高位运

行。江西省总体钢铁价格也出现普遍上涨态势，2017年 12月末，江西省钢材总体平均价格为 4323.60元/吨，同比增长 42.01%。

其中，线材——6.5MM价格为 4804.83元/吨，同比增长 53.27%；螺纹钢——25MM价格为 4761.67元/吨，同比增长 52.35%；中

厚钢板——6MM价格为 4418.33元/吨，同比增长 43.27%；普碳薄钢板——冷轧价格为 4765元/吨，同比增长 47.23%。同时，江

西省钢铁行业生产和消费都实现了双增长。其中，生产方面，当前钢铁企业产能释放仍在加快，全省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均

保持增长趋势；消费方面，作为钢铁消耗主力的固定资产投资在 2017年保持稳速增长，2017年 1〜12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合

计 21770.4亿元，同比增长 12.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1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 10751.8亿元，同比增长 13.7%。

（四）钢企盈利水平上升，获利能力有效增强

2017 以来，钢铁价格一路攀升，江西省大部分钢铁企业利润水平都实现了翻倍增长，盈利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其中，2017

年 1〜11月，萍安钢公司营业收人累计 168.06亿元，同比增加 74.39亿元，同比增长 94.90%；实现净利润 24.62亿元，同比增

加 19.86亿元，是去年同期的 6.8倍；销售利润率达到 14.64%，同比提高了 10.98个百分点。新钢公司营业收人累计 491.70亿

元，同比增长 86.45%；实现净利润 17.70亿元，是去年同期的 4.4倍；销售利润率达到 10.64%，同比提高了 4.24个百分点。

（五）行业规模缩小，资产负债率进一步降低

长期以来，钢铁行业高成本、高负债、高风险一直是制约其稳健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多家金融机构收缩贷款规模的

关键原因，随着去产能进程的加快，低端过剩产能陆续被淘汰，江西省钢铁行业规模逐渐缩小，其资产负债率也进一步降低。

据统计，截至 2017年底，江西省合规的钢铁企业共有 13家，其中 3家已关闭或者倒闭，正常运行的缩减至 10家。目前全省钢

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降到 60%以下，其中萍安钢公司资产负债率约为 42.86%，新钢公司资产负债率约为 62.27%。

二、钢铁行业未来发展的瓶颈及困境

（一）环保政策力度加大，经营压力不断增加

当前江西省钢铁行业整体的销售利润率依然处于 20%以下，较整个工业企业而言明显偏低，钢铁行业未来发展的经营压力仍

然较大。并且，钢铁行业作为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行业之一，在环境治理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炼焦、烧结、炼铁、炼钢到

轧钢整个冶炼过程，均涉及不同类型的污染物排放，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钢铁行业将面临严峻的环保形势和

挑战。李景云（2014）认为，建设环保装置设备以及环保设施运行等方面都需要增加成本投入，随着国家环保政策力度的逐步

加大，新的环境质量标准实施对钢铁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节能与减排将给钢铁行业带来双重压力。同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大背景下，去产能步伐加快，众多因素预示钢铁产品成本将呈现上涨趋势：一是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受到国家重组整合、

限制产能等政策影响，钢铁企业原材料波动明显，部分月份涨幅较大，后续国家会加大对煤炭价格和供应量的控制，预计后续

钢铁原燃料价格走势将趋于平稳，但仍然会有一定幅度上涨；二是安全治理要求趋严导致原料储存成本增加，供给侧改革要求

对焦炭、煤炭等品种的治理不断加强，近年各监管部门开展了各类督查，包括环保督查、安全生产监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以

及重大工业专项节能检查等，进一步加大了钢铁原料的储存难度；三是产品运输周期过长导致运费成本过重，煤炭、矿石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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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均受到公路运输治理超载、铁路限装、长江水路运输限载等政策影响，导致材料到库时间过长，较大程度增加了钢铁行业的

运输成本。

（二）下游企业成本吃紧，需求支撑过于单一

目前江西省钢铁行业的销售主要以基建投资项目为支撑，房地产需求增幅逐渐降低，而工业企业的采购需求则一直处于微

量水平。从长远看，这种过于单一的需求支撑将会对钢铁行业的销售产生不利影响。据统计，2017 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中的

房地产开发投资为 1839.8 亿元，增长率为 14.6%，同比下降 4.8 个百分点，而重大项目的基建投资则保持较快增长，亿元以上

新开工项目 3429 个，同比增加 1150个，完成投资 6105 亿元，同比增长 44.8%。从钢铁需求支撑过于依赖基建投资的主要原因

看：一是 2017年，国家陆续出台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引发房地产整体价格下跌，在资金外流压力与经济增速下滑预期的

综合影响下，房地产销售市场出现成交量下滑趋势，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对钢材的需求增幅也相应降低；二是受益于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部署，多项大型基建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对钢材的需求也大幅增长；三是钢铁价格一路攀升对下游机械制造、配件

生产等企业的获利能力造成一定冲击，下游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多家下游企业都表示目前存在资金周转不足、营业成本

不断上升、盈利能力下降的困难，为了减轻企业营运压力，降低了部分钢材的需求，未来如果这些企业无法解决成本问题以致

企业倒闭，工业生产企业对钢材的需求将进一步减弱（参见表 1）。

表 1 江西省钢铁行业下游企业调查情况汇总表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主要经营困难 影响程度

江西萍乡安源正几电有限公司 加工通用机械、水泥机械、钢结构件制造

应收账款回笼周期过

长、钢材原料成未上涨

垫资过多导致流动资金

压力增大

较大

江西蓝翔重工有限公司 矿山机械、工程机械、钢结构的设计制造及销售

钢材价格上涨导致融资

需求大、授信门槛高贷

放难度大、流动资金土

较吃紧

一般

江西德阳机械有限公司 冶金机械设备、耐磨钢、耐热钢生产和销售

产品市场竞争力弱、议

价水平低，单价提升难

度大无法覆盖钢铁材料

上涨影响

较大

江西瀚德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滤清器的生产、研发和销售等

总体成本上涨、终端市

场姜缩、市场竞争实力

较弱

一般

新余市嘉锐工贸有限公祐 废钢加工（不含冶炼）及销售

产品价格涨幅低于钢材

原料涨幅、资金链紧张、

税务压票影响资金回笼

较大

贝卡尔特金融制品有限公司 铝包钢和弹簧钢丝生产和销售

结算时差影响，产品价

格上涨滯后于材料上涨

速度、银行贷款困难

一般

（三）产品附加值较低，市场竞争实力偏弱正如张龙强（2010）指出，高附加值产品是各个行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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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与核心竞争力所在，它决定了企业未来方向、利润甚至生存。我国钢铁产品虽然在技术装备、品种质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进步，但仍存在产品结构不合理、高附加值产品比例低等突出问题，在高附加值钢铁制品的研发生产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

较大差距，其工艺优化、操作能力、自动化水平及创新能力等都有待大幅度改进。另外，从各发达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

践路径看，我国改革道路仍然任重道远，当前我国还处于改革初级阶段，即处于大规模行政性去产能及控制新增产能、恢复行

业合理供需结构和企业经营利润水平的阶段，未来将在利润和经营现金流逐步恢复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区域性并购重组及跨

区域企业整合，从而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钢铁行业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同时逐步提高钢铁产品的研发投入，增加钢材产品

高附加值，从而提升钢材产品的市场竞争实力。目前江西省钢铁企业主要以生产普钢为主，只有少数大型钢铁企业能够生产技

术含量较高的特钢，大多数小规模钢企的产品类型基本都是普钢。较国外的特钢，国内的普钢存在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附加值

低、研发力不足等问题，并且其可替代性强、议价能力过低，导致国内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较弱，需求认可度

较低。

（四）行业授信门槛高，投资项目融资困难

国家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新建项目等量或减量置换，不允许实施单独新建、扩建产能的钢铁项目，同时大幅提高钢铁行业

节能减排标准、排污及劣品生产等违法成本。目前，江西省钢铁行业的项目投资计划基本集中于环保技改方面，但是环保技改

项目的实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而钢铁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的传统行业，而且是国家限定的严控产能行业，其授信门槛十分

高，有些金融机构甚至直接将其划分为限制性行业不允许发放贷款。同时，江西省大部分钢铁企业属于民营企业，而民营钢企

较国有钢企而言，受到行业限制及企业性质影响，其融资利率偏高、项目融资渠道少，资金筹集难度更大。据调查了解，江西

省钢铁企业融资困难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钢铁行业作为高消耗、高成本的传统行业，其授信融资标准相对其他工业企

业而言偏高，特别是国家去产能政策实施后，将钢铁行业作为限制性行业，金融机构对其授信更加谨慎，不断压缩其融资规模；

其次，省内大部分民营钢企都属于中小型钢铁公司，其规模及生产技术远不及大型的国有钢企，且设备升级改造对资金的需求

量较大，许多金融机构实行“一刀切”政策而不予以放贷或者对其抽贷、涨息等收回贷款，进一步加大了其融资困难；最后，

针对钢铁行业的信贷期限基本集中在 6～12 月，对资金链紧张的钢企而言，短期融资不能弥补环保技改项目的长期资金缺口，

并且钢铁行业的融资利率偏高，较同期平均上浮 10%以上，最高的较同期上浮 30%～50%，对负债率偏高的钢企而言，进一步加

大了其负债压力。

三、政策建议

（一）增强技术改造，着力推进钢铁行业“转型发展”

目前，我国低端钢材产品供应过量而高端特钢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长期制约着钢铁行业的转型发展尤其是低端粗钢产品

的可替代性过高，不仅会降低钢铁企业的议价能力，还会加剧行业的恶性竞争。正如周雪松（2010）指出，钢铁行业是目前国

内利润最为微薄的行业之一，钢铁行业要通过实施产业发展规划、调整结构布局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来增加收益，从而摆脱发

展困境。然而，推进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不断促进钢铁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钢铁产品制造升级、品种结构调整，提高

行业发展水平，实现钢铁行业从粗制钢材生产向特种钢材生产转变，从而加大钢铁行业的产品附加值，提升钢铁行业综合竞争

实力。

（二）加大环保投入，着力推进钢铁行业“绿色发展”

正如赵春丽等（2017）指出，随着环保政策力度不断加大，节能减排的生产方式将成为钢铁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

件。因此，需要不断推动钢铁行业加大环保节能的投入，支持钢铁企业应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进行提升改造，而钢铁企业的

投资计划也要以调结构、控产能、优产品等技术改造、环保搬迁类项目为主。同时，大力推广高温高压干熄焦、干法除尘、煤

气余热余压回收利用、烧结烟气脱硫脱硝等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三废”的综合治理和利用水平，加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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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废钢铁的综合利用，稳步推进钢铁企业建立和改进能源管理中心，整合企业内部能源管理资源，构建能源管理体系，着力

推进钢铁行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三）支持延伸服务，着力推进钢铁行业“多元发展”

正如宝钢集团有限公司（2015）提到，钢铁企业需要确立技术及市场相关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模式，借鉴世界大企业多元化

经营的发展道路，把握世界产业发展方向和市场竞争规律，通过对企业的潜力充分利用和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企业市场

竞争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确立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企业快速稳定发展。因此保持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推进其多元

化发展，一方面，针对产能集体退出的钢铁企业，要积极引导企业推进转型转产发展，尽量利用本地集群优势，支持发展玻璃

纤维复合材料等新材料产业；另一方面，针对产能利用率得到有效提高的钢铁企业，要促进其积极发展复合钢结构产业，大力

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引导钢结构企业重点向技术含量高的空间钢结构和中钢结构转型，重视发展高端重型钢产品。

（四）拓宽融资渠道，着力推进钢铁行业“创新发展”

一是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推动政银企三方搭建平台，发布和共享钢铁产业的相关信息，着力解决

金融机构在金融支持钢铁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金融机构提高对钢铁行业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能力，从而

加强对钢铁行业的资金支持，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二是完善风险补偿机制，有效满足综合服务需求。引导金融机构之间积极建

立覆盖范围广、层次分明、政策之间互补性强和风险共同承担的互动机制，合理利用利率和保险费率的杠杆调整机制，撬动金

融资源为钢铁行业发展提供中长期的资金支持。三是创新金融产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结合钢铁企业实际的融资需要，督促

金融机构积极加快股债、贷债结合等金融产品创新，大力发展应收账款融资等资产证券化业务，探索发行标准化债权产品，积

极发展绿色债券、高收益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等创新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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