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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铁工业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

郑林祥 张立棋 陈锡刚 孙建龙

钢铁工业—一上海经济的基础产业。上海拥有全国近30％的纺织工业，27％ 的 化学工

业，30％的机极工业，50％的造船工业，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轿车、 家电和核工业生产基

地，它们发展所需钢材的70％是由上海地方钢铁工业提供的。

钢铁工业一一上海经济的支柱产业。它的工业总产值占整个上海工业总产 值 的 11％左

右，销售税金占上海总销售税金的17％以上，每年上交国家的利税占整个上海财政收入的比

重达8%。

钢怢工业一一上润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当今上海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化工

业阶段，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没有强大的上海钢铁工业作后盾，上海就不可能拥有发达的机

电工业；没有钢铁工业超前的和迅猛的发展，上海的机电工业甚至整个上海的经济腾飞就将

失去现实的和持久的推动力。

不仅如此，上海的钢铁工业在全国也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近40年的发展，现已形

成530万吨钢和490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仅次于鞍钢，是我国第二大钢铁工业基地。40年来

已累计生产钢1.1亿吨，钢材 1 亿吨，占全国同期钢铁生产总量的15%。 上钢的品种中， 国

优部优及市优的产品有182个，占总产量的67%。按国际标准组织生产的产品有267个，其产

量占钢材总量的60%。上钢的经济效益更是显著，40年累计上交国家的利税达277 亿元，是

全部固定资产总投入的6.8倍，国家基建投资的18倍，它为上海及整个国家的经 济建设作出

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应该说， 在已经形成的经济基础上，凭借着在全国领先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上海的

钢铁工业是完全可以实现产量和效益的同步增长的。事实上，前30 年是做到了，但近 10 年

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上海钢铁工业的经济效益并没有随着产量的增长而增长，相反，经济

效益却反而随着产量的增长而下滑。10年间，钢的生产能力从450万吨提高到530万吨， 钢材

生产能力从360万吨提高到490万吨， 10 年累计钢和钢材产量超过了前 30 年的总和，实现的

利润却从1983年的11.50亿元，下降到1988年的9.06亿元和1989年的5.16亿元；10年间钢 产

量增长17%，钢材产盘增长28%，而利润却下降了50％以上，致使利税总额从1987年的全国

之冠， 降至目前鞍钢、 首钢和武钢之后的第四位。上钢的地位开始动摇了。更令人担心的

是，进入90年代， 上海的钢铁工业破天荒地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巨额的行业性亏损。

1990年 1-6月份，累计出现行业性亏损9600万元，其中上钢一、 三、 五厂共亏损 2.19 亿

元， 比去年同期减收利润3.10亿元，预计到年底也很难出现根本性的好转。一向以高效益而

闻名的上钢，从80年代的产量和效益的逆向增长，到1990年上半年的巨额行业性亏损，的确

是很值得入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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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成上海钢铁工业经沁效益大幅度滑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与全国其它兄弟地区钢铁工
业经济效益稳定增长而形以强烈反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客观原因。

1. 价格因素。由于上海钢铁工业属加工型， 自已基本上没有生铁 和能源资源，92％的

生铁和100％的煤等能源均要由外省市和国际市场提供 ，所以， 上钢受原材料、能源和运输
费价格上涨影响相当大。1988年上钢的可比产品成本的 超支 额 为7.69亿元， 其中受价格
因素影响额为5 .82亿， 占超支额的75 .68%J 1989年可比产品成 本超支10.78亿元， 因原材

料、燃料价格上升而影响5.5亿元，占超支总额的比重也达到51.02%。 据统计， 如以1978年

的原材料价格为基础，10年累计调价影响达到73.69亿元。而同期钢材产品价格仅上调29.87
亿元，10年净损失利润43.82亿元。 受1990年上半年原材料提价影响，预计去年减利9 亿元。

由此可见，原材料、燃料价格上升太快、太猛， 是上泪钢铁工业经济效益滑坡的重要原因。
2. 利息因素。 利息支出不断增大， 日益成为推动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0年前， 上海

钢铁工业发展所需流动资金的70％以上由国家拨给， 而现在所需流动资金绝大部分均靠银行
贷款， 再加上受 “三角侦“ 影响， 更增加了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 同时， 银行贷放利率又呈
直线上升的趋势。 这样， 三个因素导致了企业利息支出的不断扩大， 上钢利息支出总额1987

年为11.740万元，1988年为13.507丿了元， 到了1989年猛增至19.829万元，1989年比1988年利

息增加5744万元， 占成本超支额的5.33%。 据统计， 以1983年为基础， 6 年中累计支付利息
高达6.203亿元。

3. 工贷奖全增长大快， 越来越入为主要的不可忽视的成本超支因素。1988年成本列支

的工资、奖金增加0.12亿元， 占成本迅支额的1.56%。1989年成本列支 的工资、奖金、津贴
比上年扽1加0.3345亿元， 占成本超支额彴3.10%。 两年增加0.4545亿元， 1989年比1988年上
升178.75%。

4. 企业税负呈加大趋势。 近年来， 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入， 企业的税负也在不断上升。
冶金行业的税收已从1987年的7 亿元， 上升到1989年的8.36亿元。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 一是由于税种的转换而减少利润。 仅1988年部分企业产品税改为增值税，就有415万元利

转税；二是增值税计算不够合理。 钢树税目有不少原材料不能扣除，税负偏重；第三是新税

种的开征。以1989年为例， 在成本中列文的烧油特别税、房产税、车船牌照税和印花税等，

就相当于当年实现利润的18.53%。

5. 受资全短缺制约，生产经营元法正常进行，而影响了效益的提高。 资金短缺主要表现
在： 由千价格上升等影响， 冶金工业定额流动资金占用额不断上升。1988年初占用额为 19. 14
亿元，1988年为23.27亿元，1989年末为25.88亿元，到1990年6月底则猛增到55.74亿元。然而，

资金来源却越来越少， 尤其自 “双紧“ 以来， 银行贷款愈加困难， 再加上 “三角债” 的困
扰，资金供需矛盾更趋尖锐。 资金状况的恶化，1988年内因资金问题影响付款而使高炉生铁原
计划应到货110万吨，实际只到80万吨，减少了30万吨，国家供货合同生铁年内由于资金问题而
少发40万吨。1989年生铁库存始终只有儿天的存量， 前吃后空， 十分紧张。 全年因生铁短缺
而少产钢12.7万吨。 不少企业生产能力放空， 停工待料， 而被迫提前检修。

6.社会负担的刚性增加， 也是阻碍效益提高的一个较重要的因素。 这些包括各种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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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摊派、集资等。 仅退休统筹金一项，1987年就达5269万元，1988年为6291万元，1989年为
7360万元，逐年增加，三年合计1.892亿元。 另外1989年支付的教育费附加、待业保险金和副
食品基金等也共计2500多万元。

（二）主观原因。

1. 技术进步缓慢，物耗上升，质量下降， 阻碍了经济效益的稳定增长。 按理说，原材

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应通过推进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来解决。 然而，近年来部分消耗非
但没 有降低，反而连年上升了。 以1988年为例，因部分物耗上升而增加的成本达1500万元，
其中因钢材综合成材率从1987年的81.88％下降为1988年的81.28％而多耗锭还3127吨，增加
成本156.4万元。 另一方面，上钢的品种质量优势也正面临着挑战。 在冷板、 无缝钢管等 方

面，上钢已被宝钢所超过，同时，砂钢和热卷板也分别落后千首钢和武钢。 这样长期以来形
成的上钢的品种质量优势，很大部分已经或者正在逐步丧失。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现在
上钢产品销售的市场疲软，疲就疲在品种结构上，软就软在成本 质量上。 同 时，物耗 的 上
升，质量的下降，品种更新的缓慢，必然导致技术进步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的作用的微弱。 据
我们统计，1988年各种诤利因素的 8 亿元中，技术进步（包括采用新工艺、新技术、调整产

品结构，加强管理等）怕增利 仅为0.85亿元，所占比重为10.625% i 1989年增利因素4.203亿，

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 仅为1.2981亿，所 占比重升至30.88%， 但这与国外先进国家的经 济增
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比重60％以上的水平，差距仍然很大。

2. 在增量投资中，投入大大大于产出，投资效益偏低。 与全国其他兄弟企业相比，近

10年来的新增投资并不少，10年间仅技术改造一项就有20多亿元。但由于： （1）新上的单个项

目投资额普遍偏大， 一般都少则几千万元，多则4 一 5亿元，投资风险比较大，一 旦决策失
误，则损失巨大。(2) 热衷于上新建项目，忽视了对老设备的改造，以致工艺设备不断老化。

且新上的项目往往就是新增一个分厂，从而影响了上钢装备的整体素质的提高。(3)引进设备
缺乏先进性，基本上属二手设备，同时，也缺乏经济性和适应性。 引进项目和设备既不能使
上钢产品出口创汇，也很难替代进口。(4)超概算严重。几乎所有新上项目实际投资都超过概

算投资，不仅造成改造资金的短缺， 且影响项目的如期投产和效益的及时发挥， 加重了还贷

的负担。 如上钢三厂的3.3M中厚板工程、上钢五厂的30万吨合金棒线材工程，均因缺 乏 资
金来源而无法如期竣工。 这样，10年来投资效益并不理想。 如上钢一厂的50万吨型钢车间竣

工后，非但没有带来效益，且从竣工投产以来巳累计亏损近 1 亿元。 其他项目也有这个 问
题，或者亏损，或者微利，经济效益显著的项目很 少，这就制约了上海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
和经济效益的稳定提高。

（三）特殊原因。
客观地说，以上所述八个方面的问题，全国其他钢铁企业也同样 在不同 程度 上面临

着。 那么，又为什么上海钢铁工业经济效益滑坡得如此之快，幅度如此之大，而国内其他兄
弟企业却不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较之于国内其他兄弟企业，上海钢材产品的自销比例偏低， 指令性计划比重偏
高，影响销售及利润， 从而也就妨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 一般地讲，钢材产品自销价比国家
计划价每吨平均要高700元左右，使得上海钢铁工业损失了很大一块利润。 以1989年为例，上
海各钢铁企业的自销钢材17.72万吨， 仅占当年产量426.6万吨的4.15%，而同期国内其他同

类企业自销比例都高达15—20%？ 如果上海按这样的比例计算，则每年可多得3.21亿—4.73



上海钢铁工业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 53 

亿元的利润。

其次， 上钢的生铁自给率偏低， 90％以上的生铁要依靠国内外市场供应。同时， 100％的

能源也得外购。 而国内的其他八大钢厂的生铁自给率都高千上海。 他们均属全能企业， 有自

己的生铁基地， 基本上能做到自给。 而且， 他们也大都同时拥有稳定的煤等能源供应基地，

或者接近能源生产地。 所以国家多次的生铁和煤等原材料能源涨价， 他们大都可以免受或者

少受影响。 显然， 上海受生铁等价格上升的影响， 要比国内其他兄弟企业大得多， 是其他八

大钢厂中的任何一家都无法比拟的。

再次， 由于上海的原有经济效益基础较好， 因而承包基数也就大大高于国内其他兄弟钢

厂， 绝大均分均上缴国家， 企业留利水平偏低， 使得企业往往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无力对

老企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更新改造， 影响了效益的提高。 据工业普查统计， 在上钢的全部设备

中， 属一般水平和落后水平的占96%。 在关键的64套设备中， 有89％属国内一般水平和落后

水平。 这的确令人吃惊和难以置信， 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上海钢铁工业经济效益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悄况比较复杂。 因

此， 采取的对策自然也应该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 只有多管齐下， 才能真正有效地扭转上海

钢铁工业走下坡路的严峻局面， 使之走上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的轨道。

（ 一 ）国家和上海地方政府应在价格、 利率、 财税和外贸等方面作出新的决策， 创造较

好的外部环境， 积极扶植上海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

1. 逐步调整和双顺价格政策。 应该说价格是影响上海钢铁工业波动和滑坡的最重要的

原因之一 。所以，今后在制订生铁等价格政策时，既要考虑到原材料与产品之间的比价，又要考

虑各种品种之间的比价。 原材料价格上升幅度过大， 企业无法消化， 结果不是造成亏损， 就

是迫使钢材产品价格同比例和同幅度上升，这样调价就起不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策上就

应重新研究；同时钢材产品的调价则应改变目前以产品成本利润率作为调价的唯一依据的政

策， 应把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区别开来， 对因政策性亏损， 且成本利润率小于5％的产

品， 可准予提价；反之， 如因经营不善， 导致成本上升， 成本利润率小于5％的产品， 则不

应考虑提价。

2. 实行对钢铁工业倾斜的全拙政策。 一方面应适当下浮贷款利率。 因为利率作为一个

重要的经济杠杅应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宗旨和目标， 利率上下浮动变化应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

变化。过去利率太低不好， 但现在利率直线上升同样也不符合经济规律；另一方面． 针对钢铁

工业投资规模过大， 建设周期长， 属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特点， 国家应实行差别利率， 对钢铁

工业实行低息贷款， 同时对不同企业和不同产品也应有所区别。

3.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扩大钢铁产品出口， 这里的关键是改革和完善外贸体制。 本市

冶金行业生产的部分特种钢材和铁合金等产品， 外销价格高于内销价格， 且出口换汇成本比

较低， 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竞争力。 但由于受计划指标、 原材料供应和组织生产等困难影响，

出口数量一直不大， 整个冶金行业每年的出口产值始终徘徊在5000万美元左右， 远远落后于

纺织和机电等行业。 为此， 我们认为， 除了用好现行有关政策外， 还需要采取以下三方面措

施： 一是对有条件的企业， 应采取中外合资的形式， 加快利用外资的步伐， 以弥补建设资金

的不足；二是今后的技术引进应与出口创汇相结合， 凡产品不能创汇的项目， 就不准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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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应扩大企业的出口自主权，选择若千条件好的企业允许自营出口。 另外， 应适当增加企
业的外汇留成，以保持和调动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

4. 在其他条件具备之后，财税改革就显得不可缺少。 它作为整个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

个霪要的组成部分，直按或间接地影响着企业的经济行为。 针对上钢的实际，我们认为可采

取措施，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
(1)恢复财政对企业流动资金的管理，并重新核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 以减轻企业的

利息支出负担。 现在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是1983年核定的， 由于经济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和

价格上升等原因，它已完全脱离当今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和现实需娶。 企业流动资金的补充

严重不足， 只能向银行借款过日子，加上贷款利率不断上调，利肛支出使企业不堪负担。 因

此，一方面重新核定定额流动资金，另 一方面，发挥社会主义砫设型财政的职能、 让财政重
新参与对流动资金的供应，既减缓银行的压力，又可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

(2)改革折旧制度，增加企业更新改造资金的来源。 珑在的矛｝节是固定资产的霓翌价
格与脉价严觅背离，痲踩价格大大高于原价，现行折旧根本无法补偿豆丘价值。 同的，5 ％甚

至更低的折旧率根本无法抵消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使提取的折旧基金大幅度贬值， 固定资产

损耗和补偿不足的矛盾加剧。 再一方面，根据现行的财税戊纹，国诅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从
1987年开始，必须向国家交纳15％的能交基金。 至此，回走贞产再生产因补偿不足而形成的
矛盾更趋复杂和尖锐。 事实上， 目前上海钢铁工业中的大部分企业固定资产的重置能力已十

分微弱，有的甚至已完全丧失。 为此． 国家应果朊地实行固芒资产迈甡价格制度，适当提高

折旧率，对钢铁行业尤其是该行业中的有些关键设备，实彷守别诉旧制度，至少应将折旧率
提高到10％以上。 同时，取消对折旧基金征收15％能交基金记政策。

(3)扩大技术开发基金来沥。 根据现行政策，仅允许企业在保证完成财政收入上缴任
务，不调整承包基数的前提下，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不超过1％的立术开发费。 本市冶金行业
1988年实际提取1545万元，1989年提取2663万元． 两年共计艾取比术开发费4208万元， 远远

不能满足开发新产品的需要。 为此，我们必须： 一是对祑宥或许提婌玫不足的企业． 坚决要

求它们从销售收入中提取 1 ％的技术开发费； 二是将技木疗昙贞的比亚山1 ％提高到2-5%

甚至10%。

(4)专用基金尤其是其中的生产发展基金应真正俶到专款专用。 专用基金是企业简单
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和霓要保证。 由于种种原因现任它已远远不伲满足
更新改造和生产发展的需要。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悄况下也未6Lf队到专款专用，往往祚流动资
金紧张时被挪作他用。 仅1989年就有专用基金0.7亿元被参勹流功-,•金的周货；同时， 生产

发展基金也往往过多地被划转为奖励基金和福利菇金。 为此，财氐淄门应闸强对专用基金的

管理和监督，做到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5)调整承包基数，提高留利水平。 近几年巾于承包勹义人高，｛仁于太堕， 说后图利

大幅度下降。1988年为4.5亿元，而到1989年仅为1.6亿元， 下降61.5%， 交[25％的拖交基
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后，1988年和1989年留利只有3.53亿元和1.2亿元。 人均留利，1988年为

2998元，而1989年降为1132元， 特别是人数占全局人妏54％的垃困耍的骨干企业一 、 三、 五

厂，人均留利只有500元左右，连支付最低水平的奖励：r:伽利乙占金郘不妃， 生产，度股革金更
巳断了来源。1990年上半年由于发生行业性亏损，全行业中已有八个企业出现了共计1615万
元抽金奖励的赤字。 所以，我们认为，适当微调承包盐坟， 堤高企业诏利水（下转笫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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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的开发方式， 在这方面应制定必要的优惠政策， 鼓励集体、 个入围垦和开发。 围垦以

后的经营， 应坚持谁经营谁投资的原则，考虑到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经营是微利的，国家可给

予低息或无息贷款， 经营的前儿年给予免税。 二是促淤问题。 由于未来的滩涂围垦主要途径

是通过人工促淤来促使高滩发育， 因此要因地制宜地研制促淤材料和促淤方式。 当然， 滩涂

的开发也有个社会问题， 由千生态平衡的缘故， 不是可以无休止地开发下去。 为了保证围垦

滩涂工作纳入正常轨道， 拟由市政府牵头成立滩涂开发领导小组， 负责制定滩涂开发计划及

其实施以及资金的筹措和使用管理。

2. 明渠改暗渠，收回耕地。 上海郊区已基本实现了灌溉渠道化。 据1989年统计，全市共

有于支两级渠道长度17500多公里。 从70年代开始， 逐渐由明渠改为暗渠， 不仅送水快，灌溉

及时， 节约用水， 而且可收回大量耕地。 现在郊区已增设地下渠道9407.9公里， 占灌溉渠道

总长度的53.6%， 灌溉面积218万亩， 收回耕地2.5万亩。 如果到1995年再建5000公里地下渠

道， 到本世纪末基本实现灌溉地下化， 又可收回耕地2万多亩。

3. 开发复耕废弃土地。 目前， 上海郊区大约有5万亩可待耕开发的废弃地， 1989年在

市县各级政府的重视下已垦复了 1.1 万亩， 尚存4万亩左右， 而且还有新的可复耕地出现。

开发复耕废弃地的措施有： 一要制定规划， 分期分批地组织复耕； 二要建立责任制， 谁家废

弃的限期由谁家负责复耕； 三要从土地复垦费中提取一 部分资金用于废弃土地的复耕。

4. 填平废弃河洪，扩大耕地面积。 40年来， 上海郊区拆山、 平高亢地、 填小河洪、 调

整水系，扩大了不少耕地。 现在随着排灌水系的调整， 有一部分小河洪、 小沟头已经废弃，

平均每个生产队约有 1~2亩， 郊区有3万个生产队， 如果将这些河洪结合土地平整和统一

规划， 逐渐利用起来， 其价值亦是相当可观的。

（上接第54页）平已势在必行。

此外， 财税部门也应逐步完善还贷办法， 适当放宽还贷的时间和范酣。 同时， 还应完善

现行建筑税办法， 支待和促进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的发展并逐步向投资方向税过渡。
（二）调整和优化上钢自身的企业组织结构， 降低成本， 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在上海钢铁工业中， 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已越来越成为制约效益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企业规模太小是最突出的问题， 现在上钢的所有企业均没有达到应有的经济规模。 炼钢行业

中， 五个炼钢企业的钢产最最高的才达到200万吨， 最大的只有12000吨。 而当今钢铁工业已

是一个工艺技术高度完善和成熟的传统产业部门， 它具有连续化、 大型化和集中度高及大批

量生产的特性， 规模效益在该行业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现在， 世界上公认的钢铁工业的最佳

经济规模为800—1000万吨左右。 显然， 按照这个标准， 上钢总的钢产量也没有达到经 济 规

模， 更不要说别的企业了。 这在无形之中就损失了一笔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因此， 根据钢

铁工业的内在联系，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抑制 “小而全” 的恶性发展、 避免重复引进和重复

建设， 联合攻关， 加快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步伐， 充分发挥上钢的整体优势已势在必行。

即将推出的上钢体制改革方案， 将以一、 三、 五厂为龙头， 组建三个集团性钢铁公司， 这在

一定的意义上， 是比原来前进了一步。 但今后要防止的是： 其一， 把本来没有内在协作联系

的企业硬捏在一起， 弄得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二是三个公司各自为政， 相互之间 过度竟

争， 消弱上钢的整体竞争力。 我们认为， 在今后的工作中， 这些都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