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淘汰落后产能 优化产品结构 走新型钢铁工业发展道路
要要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

2006年 11月 14日在钢管分会第四届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渊节选冤

通过各钢管生产企业和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袁
2005年我国钢管产量达到 2 781.12万t袁 成为全球
钢管生产大国袁 产品质量明显提高袁 产品结构优化
见成效袁 国际竞争力提高袁 我国已连续 3年成为钢
管净出口国遥 同时袁 钢管生产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
转袁 盈利水平显著提高遥

1 2006钢管行业运行情况
渊1冤 市场需求旺盛袁 拉动钢管生产高增长
2006年 1耀9月生产钢管 2 629.63万t袁 同比增

加 557.25万t袁 增长 26.89%遥 其中袁 生产无缝钢管
1 079.46万t袁 同比增加 248.96万t袁 增长 29.98%曰
生产焊管 1 550.17 万t袁 同比增加 308.29万t袁 增
长 24.82%遥

2006年以来我国钢管生产出现了高增长院 一
是 1耀9月钢管产量增幅高达 26.89%袁 比全国钢材
生产总量增幅 23.66%提高 3.23个百分点袁 钢管产
量占全国钢材总量的比重上升到 7.56%袁 比去年同
期提高 0.19个百分点曰 二是 1耀9月国内市场钢管
表观消费量达 2 316.19万t袁 同比增长 20.30%袁 加
上国际市场需要及我国扩大出口袁 这是拉动钢管生
产高增长的主要原因袁 有其合理性尧 必然性曰 三是
1耀9月钢管产量增长 26.89%袁 而国内市场需求增
长 20.30%袁 产需增幅差达 6.59个百分点袁 其中无
缝钢管产需增幅差为 5.83个百分点袁 焊管 7.74个
百分点曰 四是从国内市场供需平衡来看袁 1耀9月无
缝钢管产大于需 111.34万t袁 焊管产大于需 212.10
万t袁 这种态势应引起大家的关注遥

渊2冤 钢管出口大幅增长袁 进口有所下降
1耀9月出口钢管 388.98万t袁 同比增加 161.94

万t袁 增长了 71.33%遥 其中袁 出口无缝钢管 166.03
万t袁 同比增加 65.26万t袁 增长了 64.76%曰 出口焊
管 222.95万t袁 同比增加 96.68万t袁 增长 76.57%遥

1耀9月进口钢管 75.54万t袁 同比减少 4.51万t袁
下降 5.63%遥 其中袁 进口无缝钢管 54.69万t袁 同比
增加 4.59万t袁 增长 9.16%曰 进口焊管 20.85万 t袁

同比减少 9.10万t袁 下降 30.38%遥
从 1耀9月钢管进口尧 出口的情况看院 一是出口

大于进口袁 净出口总量达 313.44万t袁 其中无缝钢
管为 111.34万t袁 焊管为 202.10万t袁 净出口总量
占 1耀9月钢管生产总增量 557.25 万t 的 56.25%袁
对缓解国内市场的供需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袁 同时
也说明我国钢管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进一步提

高曰 二是 1耀9月出口无缝钢管的综合平均离岸价为
1 136.18美元/t袁 而进口平均到岸价为 3 378.12美
元/t袁 两者的价格差为1 颐 2.97曰 出口焊管的综合平
均离岸价为 671.13美元/t袁 而进口焊管平均到岸价
为 1 676.19美元/t袁 两者价格差为 1 颐 2.50曰 三是从
产品结构上看袁 1耀9 月进口钢管中无缝钢管占
72.40%袁 而出口钢管中无缝钢管只占 42.68%袁 有
29.72个百分点的差距遥 石油天然气钻探用管在进
口无缝钢管中占 52.88%袁 出口只占 18.13%袁 差距
达 34.75 个百分点曰 锅炉管在进口无缝钢管中占
35.05%袁 而出口只占 0.72%袁 差距达 34.33个百分
点袁 这说明在产品质量和高技术含量尧 高附加值产
品方面袁 进尧 出口钢管还存在明显的差异袁 也说明
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仍然是钢管生产和扩大出口的

重大任务遥
渊3冤 国内市场的价格走势及应当注意的问题
从国内市场钢材价格变化的总体情况看袁 钢材

综合价格指数 2006年初为 94.18袁 在 1月末下降
到 93.34袁 为 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曰 2月份以来逐
月上涨袁 6月末达到 2006年以来的最高价位袁 指
数达 114.85袁 比年初上升 20.67点袁 涨幅 21.95%曰
7月尧 8月下降袁 9月又有所回升袁 10月末回升到
106.43袁 虽比 6月末的最高点下降 8.42点渊降幅为
7.33%冤袁 但比年初的 94.18仍上升 12.25点袁 涨幅
13.01%遥 总的来看袁 国内市场钢材价格处于稳定尧
小幅波动的状态遥
国内市场钢管的价格走势是钢管价格的变化更

加趋于稳定袁 以 椎159 mm伊6 mm热轧无缝钢管的
价格指数为例袁 2006年初为 112.76袁 最高点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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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的 114.23袁比年初涨 1.3%曰 最低点是 10月末
的 107.24袁 比年初下降 4.9%袁 应当引起注意遥
此外袁 当前在稳定国内市场钢材价格上袁 一个

十分重要的问题是防止人为炒作因素的影响遥 2006
年 1耀5月全国的粗钢生产量为 16 268.49万t袁 同比增
加 2 555.93万t袁 增长 18.64%曰国内市场粗钢资源供
应量为 15 555.7万t袁 同比增加 2 061.93万t袁 增长
15.28%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 国内市场钢材价格总体
呈上涨态势袁 5月末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 107.71袁
比年初的 94.18上升 15.53点袁 涨幅为 14.37%遥

6耀9月粗钢生产量为 14 575.29万t袁 同比增加
2 247.99万t袁 增长 18.24%袁 增幅比 1耀5月下降0.4
个百分点曰 国内市场粗钢资源供应量为 13 169.48
万t袁 同比增加 667.09万t袁 增长 5.34%袁 增幅比 1耀
5月回落 9.94个百分点曰 月平均增加资源供应量
1耀5月为 412.39万t袁 6耀9月下降为 166.77万t袁 月
均减少 245.62万t袁下降 59.56%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
国内市场钢材综合价格指数 6月末上升到 114.85
后袁 7月和 8月下降袁 9月趋稳袁 进入 10月又趋下
降袁 这种走势同总体供需关系趋紧完全背离遥
分析背离的原因袁 主要是受人为炒作因素的影

响袁 有的钢材贸易商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袁 人为压低
钢材价格袁 加上一些企业实行保值销售尧 价格补差
的办法袁 为中间商人为炒作提供了条件袁 并造成炒
作者得利袁 钢铁企业和用户受损失袁 这是不应当发
生的遥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呼吁院 钢铁企业应积极采
取应对措施袁 规范企业销售行为袁 保持出厂价格相
对稳定袁 改变企业出厂价调整过于频繁的状况袁 停
止保值销售尧 价格补差的办法袁 以利于今后国内市
场钢材价格的稳定健康发展遥

2 对钢管行业下一步发展的建议
渊1冤 钢管行业发展面临优化结构尧 转变增长方

式的战略性任务袁 这也是把我国由钢铁大国转变成
钢铁强国的需要遥 过去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总的来
讲袁 走的是一条以数量增长为主尧 粗放型的发展道
路袁 当前受资源尧 环境的严重制约袁 已经难以为

继遥野十一五冶 期间袁 钢铁工业发展要切实转入科学
发展的轨道袁 按照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袁 通过技术
进步尧 体制创新尧 转变增长方式袁 走一条产品质量
高尧 经济效益好尧 资源消耗低尧 环境污染少尧 竞争
力强的新型钢铁工业发展道路遥

渊2冤 要坚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袁 积极扩大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针遥 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对钢铁
产品的品种尧 质量尧 数量的需求袁 是中国钢铁工业
发展的立足点遥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处在稳定尧 较快
发展的上升期袁 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增长的社会
需求袁 为钢铁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袁 我
们要抓住机遇袁 促进钢铁工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遥
另一方面袁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袁 适量的

出口尧 进口钢铁产品也是完全必要的袁 工作的重点
应当放在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尧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
附加值尧 增强国际竞争力上遥 同时要实施出口多元
化战略袁 注意出口产品的国家尧 地区的合理分布曰
要进一步强化替代进口的工作袁 努力减少钢铁贸易
的纠纷和摩擦袁 加强相互交流和对话袁 促进国际钢
铁贸易的稳定尧 健康发展遥

渊3冤 钢管行业发展同样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袁
从全行业来讲袁 产能过剩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袁 有
30%左右的产能属于落后产能遥 解决的办法是袁 积
极推进钢管生产企业的跨省市尧 跨地区联合重组袁
加快实施淘汰落后产能曰 同时袁 企业要按市场需求
组织生产袁 防止短期内产能集中释放造成严重供大
于求曰 要控制产能总量的增长袁 新上项目应当以国
内生产能力不足的新产品尧 先进技术为主遥

渊4冤 要重视新产品尧 新技术的研发和技术创新
工作遥 2005年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全年研究尧 开
发费用为 119.15亿元袁 占年销售收入的 0.905%曰
新产品开发费用为 104.2 亿元袁 占年销售收入的
0.79%袁 全年新产品销售收入为 2 099.9亿元袁 占
年销售收入的 15.96%袁 这 3个比例说明研究开发尧
新产品研发投入偏低袁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
比重偏低袁 与国际大型钢铁企业相比有明显差距袁
我们应当共同努力改变这一状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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