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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钢铁工业发展特征及动力机制分析

李文君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 北京 100101)

摘 　要 : 唐山市钢铁工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为唐山市的支柱产业 ,90 年代以来 ,

省属特大型企业唐钢和地方钢铁企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唐山市经济总量中占据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唐山市钢铁产业的发展过程 ,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城市

最具代表性产业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 ,基于本地化的区域产业基础和国家引导下的制

度因素是唐山市钢铁工业迅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企业在动态的环境中适应和创新的能

力则是内在因素。产品结构雷同、彼此利益独立使企业之间面临着激烈竞争 ,因此建议发

挥政府的协调作用 ,引导地方企业调整工艺流程和产品结构 ,扶植相关产业 ,促进区域经

济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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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个地区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历史进程的差异 , 会出现不同的产业发展特

征。在我国的一些传统工业基地 , 地方工业借助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支持农村工业发展的

政策 , 得到大型企业的扶持 , 快速发展壮大 , 与大型企业一起构成了区域产业发展主体。

本文以唐山市迅速发展起来的钢铁工业为例 , 探讨资源型产业发展的特征及原因 , 揭示城

市产业发展的动态过程 , 以认识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

1 　唐山市钢铁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唐山是通过对煤炭、铁矿石、石灰石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加工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重工

业城市[6 ] , 在煤炭、钢铁、电力、机械、建材等主要工业部门都分布有全国知名大型企

业。优越的区位、丰富的资源和知名大企业使唐山市成为我国东部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

重工业生产基地。1952～1975 年煤炭采选业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到全市 20 %以上。1982

年以后 , 钢铁工业发展成为最主要的工业部门。2001 年该产业的总产值、增加值、就业

人数、利税分别占到全市的 3811 %、3213 %、1718 %、3812 %。经计算 , 钢铁工业各项指

标的区位商显示出明显的产业特色和区位优势 , 而且这种优势日益明显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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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唐钢孤立发展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

黑色冶金工业总产值、利税、就业人数等多项指标自 1982 年以后一直居于唐山市各

行业之首。但是 , 80 年代中期以前 , 国有大型企业唐钢在全市钢铁产业中占据着绝对控

制地位 , 1985 年生铁、钢、钢材的产量分别占到全市产量的 82112 %、96146 %、88132 % ,

工业总产值占到同行业的 80 %左右。

表 1 　唐山市钢铁工业经济指标区位商

Tab11 　The quotients of economic indexes of steel and iron industry in Tangshan

工业总产值 利　润 利　税 销售收入 就业人数 企业单位数

1985 3136 2106 3133 ——— 1175 3171

1992 3195 4100 36142 3145 2161 4108

2001 6137 9197 7177 6122 3135 8142

　　注 : 本文图表数据为根据相应年份中国、唐山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 文中数字及企业资料来自实际调研。

11112 　地方工业快速发展时期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 国家支持农村工业发展 , 并鼓励国有大企业扶持地方工业 ,

唐钢的技术人员帮助地方企业上项目 , 周边地区通过各种关系从唐钢找到废料、钢坯 , 相

继建立起来了一批小轧钢厂、电炉炼钢厂 , 北部矿区建起一批小炼铁厂。1992 年以后 ,

随着全国基建开始大规模启动 , 钢铁市场需求旺盛 , 在市场拉动下唐山钢铁企业进入了量

的大发展阶段 , 乡以上企业数 1992 年为 168 家 , 到 1993 年就达到了 334 家 , 唐山市企业

的总量规模快速提高。1993 年全市黑色冶金工业的总产值、增加值、就业人数分别是

1985 年的 16、1418、3 倍 , 均高于全市工业的增长速度 6117、618、1158 倍 , 也快于唐钢

(总产值、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分别是 9108、1189 倍) 。

11113 　钢铁工业整体水平提高时期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

唐钢自“七五”以来 , 一直进行技术改造 , 经过自我积累、滚动发展 , 综合生产能力

由 200 万吨/ 年增加到 600 万吨/ 年 , 2002 年居于全国钢铁企业第六位。通过市场竞争机制

的优胜劣汰 , 生存下来的地方企业实力加强。1998 年以后 , 一些地方企业由工序单一的

作坊式经营发展成为烧结、炼铁、炼钢、轧钢一条龙生产集团公司 , 生产能力不断扩大。

1999 年唐山中小企业钢产量接近 200 万吨 , 2001 年已超过 400 万吨。国丰钢厂、银丰钢

厂、津西铁厂、遵化建龙钢铁总厂等企业的生产能力都已超过 100 万吨/ 年。

112 　空间分布

唐山市地方钢铁工业的规模 1998 年以后迅速扩大 , 目前已形成以唐钢为中心的空间

分布格局。地方工业地域分布明显 , 主要集中在铁矿石比较丰富的北部县区和邻近唐钢的

开平区、丰南区 ; 丰润区钢铁工业出现较早 , 以轧钢生产为主 , 但 90 年代以后没有形成

有规模的较大企业 ; 矿产资源少又远离唐钢的南部沿海各县区钢铁工业分布很少 (图 2) 。

113 　发展特点

11311 　产品结构相似

除贝氏体钢厂等个别企业外 , 产业群内多数地方企业选择以高炉、转炉为主体设备的

长流程生产工艺。除唐钢规模较大、品种较多外 , 地方企业高炉型号以 120m3、179m3、

380m3 为主 , 转炉吨位多为 15 吨或 30 吨。产品以窄带钢、焊管、螺纹钢和连铸钢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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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唐钢与地方工业钢产量动态变化

Fig11 　The output of steel produced by Tanggang and local firms

图 2 　2001 年唐山市钢铁产业群分布

Fig12 　The location of the output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ial group in 2001

11312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唐钢 1995 年以来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0174 亿元 , 已建成 2560m3 高炉和 150 吨转炉

等近 200 个技改项目 , 主要炼铁高炉、炼钢转炉实现了大型化和现代化 , 高速线材轧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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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材轧机的引进使工艺结构进一步优化 , 2002 年钢产量突破 500 万吨。8 家地方重点企业

发展成为集烧结炼铁、热装炼钢、连铸连轧一体化的综合性钢铁企业。正在建设中的新丰

钢铁集团 , 2004 年将具备年产铁、钢、钢材各 500 万吨以上的综合生产能力。新丰、建

龙、恒通等企业已开始建设先进的板、带或冷轧生产线。工艺改进提高了产品质量 , 产品

结构不断得以优化。

11313 　多种性质的企业并存

唐山钢铁产业的龙头企业是特大型国有企业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除此之外 ,

大多数企业都是非公有制企业 , 民营、中外合资、股份制等多种企业形式并存。2001 年

唐山市国有及 500 万元以上非国有钢铁企业总数为 132 家 ,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只有

13 家。

11314 　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唐钢 2001 年工业总产值、增加值、销售收入、总资产、实现利税等五项指标均位居

唐山市大型企业榜首 ; 地方企业得力于低成本优势 , 经济效益普遍较好。钢铁工业成为唐

山市最主要的利税大户。同时 , 对增加当地就业机会、加快小城镇建设等方面都起着支撑

作用。如唐山津西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上缴的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41115 % , 并且

带动了全县铁矿开发、交通运输、餐饮等产业的发展。国丰钢铁公司自 1999 年起 , 上缴

增值税占整个丰南市的 1/ 3 , 2001 年税收突破 1 亿元。
表 2 　2000 年唐山市地方钢铁工业的经济地位

Tab12 　The economic index of local steel and iron industry in Tangshan in 2000 year

地方钢铁工业 (亿元) 全市地方工业 (亿元) 地方钢铁工业比重 %

工业增加值 20121 118187 17100
总资产 89155 522144 17114
利　税 6187 25192 26150

从业人数 (人) 100163 358892 27190

　　注 : 资料来源于唐山市经贸委

2 　唐山市钢铁工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唐山市钢铁工业发展的阶段性明显 , 空间分布指向性强。根据这些发展特征 , 可将唐

山市钢铁形成的主要驱动力概括为区域产业因素和制度因素两大方面。

211 　区域产业因素的作用

21111 　产业基础雄厚

唐钢始建于 1944 年 , 1987 年以后发展成为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 , 多年的发展奠定

了唐山市钢铁工业的基础。唐钢最初轧钢能力小于炼钢 , 能为地方提供一些钢坯 , 在此基

础上 1969 年建立了唐山市轧钢厂。“七五”唐钢不失时机地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 经济

效益持续上升 , 对地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同时 , 一旦产品的市

场优越性显示出来 , 立刻会成为地方工业模仿的目标 , 同时又能使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有

目的地避开与大型企业的竞争 , 发展缝隙产品或延长产品链。唐山目前成为全国最大的热

轧窄带钢生产基地则是地方企业寻找缝隙产品的结果。

21112 　能源及矿产资源丰富

钢铁工业是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大户 , 唐钢的发展建立在唐山市丰富的能源及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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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基础之上。除配套建设矿山外 , 唐钢与各县区通过联营等形式 , 开发了 9 座矿山。各

县区小铁矿数量在 1985～1997 年间以年均 27 %的速度扩张 , 居于各业之首。这些小铁矿

采选成本较低 , 就近冶炼并加工成钢材产品具有很大的盈利空间。因此很多企业都是在利

用当地及附近丰富的铁精粉基础上起步的。同时唐山作为环渤海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基地 ,

煤炭、耐火材料、焦炭、电力供应较为充足 , 为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图 3) 。

图 3 　唐钢开发及与地方联营的矿产资源分布

Fig13 　The loc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 exploited by Tanggang and its united local firms

21113 　地理邻近地区优先得到扶持

唐钢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 , 占用了周边乡村的土地 , 因此与这些占地村之间形

成了一种特殊的扶持关系。占地村的村办企业发挥地理优势 , 借助于唐钢的资金、技术、

人员的帮助 , 建立了钢铁厂、乙炔气厂、烧结厂、运输公司等 , 由最初为唐钢提供原料、

运输服务到面向全社会经营 , 不断发展壮大。开平区的钢铁工业基本上是接受了唐钢的人

才、技术辐射而发展起来的。钢铁企业已为开平区上缴了 10 亿多元的税金 , 成为全区经

济的重要支柱。

唐钢退休职工、离职人员以及在职服务是周边中小企业获得人才支持的主渠道。唐山

市地方钢铁企业几乎都有唐钢的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唐钢、首钢和北京

的钢铁研究与设计单位以及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河北理工学院等高等院校为钢铁企

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利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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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制度因素的作用

唐山市钢铁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得力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 , 另一方面遵循着国家

的产业政策。同时 , 产业部门中各种经济形式企业并存 , 根本上讲 , 是国家制度创新的结

果。地方政府在推动钢铁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21211 　国家政策的宏观引导

唐山钢铁工业的发展阶段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出台的各项政策是相吻合的。支持

农村工业发展、鼓励合资企业的建立使唐山地方钢铁工业得以大规模启动。当时国有大企

业唐钢对地方工业的无偿扶持也有一定的政策引导性。国丰、银丰两家中外合资企业 , 依

靠优惠的税收政策 , 1993 年开始投产 , 目前均已成为地方的龙头企业。1992 后 , 市场需

求拉动了中小钢铁企业量的无序扩张 , 国家针对钢铁产量增长过快、产品过剩而出台的

“总量控制、淘汰落后、关小限长”的决策 , 使唐山的钢铁工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

发展。

21212 　地方政府策略性指导

地方钢铁企业受国家宏观调控和自身产品质量无保障 , 结构不合理的影响 , 1994～

1996 年处于低潮 , 80 %的乡镇企业停产 , 1994～1998 年亏损 4 亿多元 , 闲置资产 30 亿元 ,

直接影响到以钢铁产业为主要支柱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唐山市政府提出了短期适应

性调整和长期战略性调整两步走的战略 , 引导企业以增产量和降成本为目的首先对加热炉

和轧机进行改造 , 帮助企业开拓适应市场的新产品 ; 针对农民办企业产业素质低等现实问

题 , 组织地方企业学习大型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 ; 倡导组建集团 , 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

造 , 引导企业走向专业化、规模化经营。1997 年以来地方钢铁工业投入 30 亿元 , 其中

50 %以上用于技术改造 , 市场竞争能力大大提高。

21213 　企业主体进行制度创新

唐钢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 形成了经济成分、管理模式多元化的经营管理体系 ,

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唐钢控股 67164 %的上市公司 , 构成集团公司的主体。地方国有

企业和乡镇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和民营化。民营企业家在调动和配置各种生产资源上具

有较大的灵活性 , 改制后的企业很快盈利 , 企业效益普遍较好。

通过以上分析 , 可以看出 , 以唐钢为中心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奠定了唐山市产业发展基

础。市场体制和企业制度的创新激活了老产业区的创业精神及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的社会

经济活力 , 适应市场、注重效率的机制则成为唐山地方钢铁企业崛起的内在因素。国家、

地方政府的战略举措则引导和扶持了新企业的成长。除上述因素以外 , 近些年来 , 在投资

需求的拉动下 , 钢材消费量的持续增加也为唐山钢铁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 　结论与建议

在唐山市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 唐钢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 , 企

业成为自主经营主体 , 发展速度显著加快 , 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现已发展成为全国特大型

钢铁联合企业 , 规模优势、技术优势突出。同时塑造了唐山市钢铁产业基础 , 明确了产业

增强竞争力的方向 , 培养了熟练的产业工人 , 具有创新能力的科研人员 , 管理人员的扩散

及规模扩张带来的产业联系等诸多方面成为带动地方钢铁工业起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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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 , 地方企业投资主体增多 , 合资、民营、股份制等企业组织形式纷纷出

现 , 这些企业在生产和建设中注重效率 , 通过滚动发展不断扩大规模 , 地方企业规模和实

力的扩大改变了过去同一地域内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等级差距所导致的地方生产网络难以

整合 , 产业整体效益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的被动局面。

由于唐山钢铁工业各个企业是在模仿唐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产品结构雷同 , 在竞

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 , 如何使唐山市的这些钢铁企业避免恶性竞争 , 是保证钢铁产业实现

动态增长和增强区域整体竞争优势的重要问题。因为企业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经营核

心 , 因此必须引进制度因素 , 发挥政府的协调、引导作用 , 并将产业发展放在经济全球

化、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的宏观背景上进行通盘长远考虑。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

·引导企业调整工艺流程和产品结构 　　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小型长流程企业 , 竞

争优势体现在成本方面 , 但这种比较优势是体制差异造成的。将最终被工艺装备水平、技

术操作和企业管理水平所取代 , 最终难以与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竞争。总量控制又是近年来

中国钢铁工业的热点之一 , 因此 , 不应一味鼓励大量中小企业向大型联合企业发展 , 而应

跟踪国外短流程小钢厂的发展轨迹 , 向小型专业化发展。从产品结构上看 , 专业化产品的

技术含量高 , 服务半径广 , 市场适应能力强 , 有利于寻求更广阔的市场 , 同时又可以避开

与产业群内企业在成本、市场之间的正面竞争 , 而转向市场潜力较大的差别竞争。一些发

达国家的钢铁工业 , 由于电炉短流程工艺的采用 , 使一些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明显超过大型

企业 , 也是我国地方钢铁企业可以借鉴的。

·拉动相关产业 , 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发展 　　钢铁工业是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 , 也

会拉动矿石采选业 , 金属加工业、运输、工程施工、设备制造与检修等产业的发展。此

外 , 大规模投资还离不开金融与教育培训等服务业的支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 , 今后

应考虑在保持钢铁产业优势的基础上 , 促进该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 , 推进相关产业对钢

铁产业的支撑 , 将利益尽可能留在区域内部以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优势。并将唐山市

钢铁产业的发展规划与城市的总体建设、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一并考虑 , 最终实现由单体

企业区位到区域内企业整体协调发展 , 推动传统工业基地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此外 , 政府应积极营造利于创新的产、学、研相结合的产业环境 , 以保持动态的创新

能力。企业主体可考虑在时机成熟时 , 以股份制形式吸引外来资本 , 通过与更大范围内的

竞争对手的合作 , 获得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 , 进入外方的营销渠道 , 利用区域资源型产

业的比较优势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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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 and Mechanism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Tangshan City , Hebei Province

LI Wenjun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 CAS , Beijing 100101 , China)

Abstract :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now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2
try in Tangshan city1 The total production value and the profit and tax are nearly 40 percent in the

whole economy of the city1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ial1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1980’s , the state2owned enterprise Tanggang subject to Hebei

Province is the most dominant whose output proportion of the iron , steel and steel products was 82112 ,

96146 and 88132 respectively in the whole city , and the production value was about 80 percent in

19851 In the first of the 1990’s , village and town small enterprises developed rapidly driven by the

policy supporting the rural industry and cooperative firms and with the aid of Tanggang1 After the mid2
dle of the 1990s’, the whole level of the iron and steel group has improved1New firms are mainly near

Tanggang and located in the North near the minerals1 Most of them first engaged in steel rolling or

steel2making , now have almost the whole working procedure from sinter to the last products1 The

amount of the local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has come up to that of Tanggang in 20011
The main factors to boost the developmemt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re the industrial envi2

ronment and the institution1 The first includes the industrial guide offered by Tanggang company , the

powerful support of relevant industries , abundant labor force and professional human resources ,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gang and its neighbor villages , communication and imitation among the enter2
prises1 The last consists of the role of the national policy , the strategy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in2
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1 Apart from these factors ,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the steel prod2
uct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group too1 The capacity of learning , adaptation and in2
novation is important to the growth of the local companies1

How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ies without connections in the working

procedure is the key issue1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efforts to build the connection network , set up

effect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 guide the firms to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s , foster the coopera2
tion of the firms , colleges and institutes , and develop the Joint2stock companies1

Key words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 Tangs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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