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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之新时代下地方去产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①

—— 以天津钢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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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九大的召开明确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经济的改革将致力于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势必会

加速钢铁行业的产能退出与产业升级。本文以天津钢铁为例，再从市场环境、发展历程、财务状况等多个角度对天津钢铁进行深度剖析

后，针对性地提出了长短期战略管理目标；以此指明地方钢企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模式下，需实施与之相适应的战略管理；在稳定收

入来源的前提下，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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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在保持经济中高

速增长的同时，重点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新时代的经济发

展将致力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努力实现两个百年目

标。把握好“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模式，对各行业进行战略布局至

关重要。

我国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进入21世纪以来，钢铁

产业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发展迅速；但行业竞争激烈、利润薄，产

能过剩严重的特点依然存在。2015年钢材价格大幅下跌，我国钢铁

产量与消费量双双进入峰值弧顶区并呈下降态势，全国重点钢铁

企业亏损超600亿元，地方性钢企由于去产能指标、产品附加值低

等原因更是濒临破产。“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模式将更加注重效

益，去产能，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将进一步挤压以粗

放型发展为主的地方性钢铁企业的生存空间，地方性钢企必须开

展行之有效的战略管理才能得以生存。

本文以此次危机重灾区的天津钢铁行业为例，先在介绍天津

钢铁行业构架组成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天津渤海钢铁集团

倒闭的原因；然后从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资产管理效率三个方面

对天津钢铁进行财务分析，从而得出天津钢铁行业发展过程中高

杠杆引发经营风险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深度分析了天津钢铁行业

与“新时代”经济发展模式相融合的战略管理：短期在重点发挥天

津城市发展的一极作用下，积极融入“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区战

略，增加收入来源，摆脱财务困境；长期打造精品钢材基地立足解

决天津钢企发展不平衡问题，利用天津独特地理优势搭建钢铁行

业“走出去”平台。

1 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国民经济与企业管理的研究

日益成为社会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不少学者对作为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的钢铁行业进行了全面剖析，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在学术研究与指导我国钢铁行业发展方

面都具有重大意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我国市场的日趋成熟

对我国企业的战略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

更是深入、透彻。

对我国钢铁产业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学者们对我国

钢铁产业进行现状分析，指明我国钢铁行业存在的一些弊端。何维

达等(2009)通过建立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的“三双模型”分析体系，

指明低产业集中度、低附加值产品、高进口铁矿石依存度造成了“利

润流向国外，成本留在国内”的现象；陶瑞、余元冠(2012)从环境、政

府、企业和决策者四个层面总结了中国钢铁企业并购的动因，指出

政府干预下的并购战略存在大量的“多并购、少破产”，违背企业

意愿的“拉郎配”现象；何维达、林陟峰(2015)采用多层次灰色关联

分析法对亚洲四国的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得出中国钢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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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能力与经济环境中占有优势，但在技术水平与市场绩效上

完全处于下风的结论；曾湘泉等(2016)认为政府干预下的兼并重

组诱发了企业的盲目扩张，造成债务上升，而沉重的债务压力和国

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导致落后产业退出困难，产能严重过剩等现

象。总体而言，产业利润薄、行业集中度低、战略并购少、产能过剩

严重是我国钢铁行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是学者们结合市场环境与国家相关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

倡议对解决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徐朝阳、周念利

(2015)指出治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根本方案是建立和维持

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内生的产能集中机制发挥关键作

用，而不是“以扭曲对付扭曲”；赵明亮、杨蕙馨(2015)从贸易基础与

投资机会两个维度阐明“一带一路”倡议为化解我国钢铁行业产

能过剩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强调有关方面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套

的实现机制；倪中新等(2016)基于时变参数向量回归模型预测“一

带一路”倡议将使得我国粗钢需求值在2015—2020年期间每年增

加0.146亿吨，极大缓解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石泽浩等

(2017)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能为沿途各国钢铁贸易带来契机，

中国钢企要在维持东南亚国家钢铁出口优势的情形下，加大开拓

钢铁需求量较大的中东地区市场；何枫等(2015)通过构建非期望

产出的网络SBM-DEA模型来探讨不同变量对中国钢铁企业绿色

技术效率的影响，并指出提高钢铁企业绿色技术效率是实现钢铁

工业绿色转型的根本。我国钢企需借助国家战略的契机，将“引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淘汰落后产能，提升绿色技术效率、实现产

业升级。

战略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外环境的改变会对

战略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学者们的研究在强调战略管理重要性

的同时，为新形势下中国企业的战略管理提供了方向。宋铁波等

(2014)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分割的国内市场将会变得

更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中国企业获得的市场机会将减少，做大

做强更加依赖资源基础观的战略管理。叶广宇、刘洋(2016)指出中

国企业所处的独特情境——新常态、“互联网+”、大数据和全球价

值链整合等诸多情境要素交织，要求企业在动态竞争的环境下进

行战略管理范式的转变。蓝海林(2015)指出在经营环境动态化下，

有效的企业战略管理需要有机结合承诺坚定、决策科学和行动迅

速，同时将战略决策的内容划分为战略承诺、决策和行动3个有机

组成部分。进行与时俱进的战略管理，中国企业才能在经济全球化

的市场中保有竞争力。

众多学者对我国钢铁行业与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不但丰富了

学术理论体系，而且对我国钢铁行业明确定位、认清产业优劣势、

做大做强企业等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现阶段对我国地

方性钢企发展提出战略管理方案的文献较少。

2 天津钢铁运营状况剖析

2001—2016年的十五年间，中国钢铁行业随着经济的高速增

长发展迅速，2016年粗钢产量8.08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9.6%；疯

狂增长的背后存在不少隐患，行业集中度低、同质化产品多、原材料

高度依赖进口、产品附加值低、产能过剩严重；当2015年钢材产品

价格大幅下降时，不少地方钢企面临破产倒闭。

2.1 天津钢铁行业总体状况

钢铁产业是天津的传统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5。天

津钢铁行业年产能2000万吨左右，主要由以原材料生产为主的

冶炼企业组成。天津钢铁行业产能集中度相对较高，天津天钢集

团、天津冶金集团、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天津天铁冶金集团、

天津钢管集团、天津天丰钢铁集团6家国有企业的总产能占全市

粗钢产能的85%。2010年天津市政府为了把当地钢铁企业做大做

强，将天津钢管集团、天津钢铁集团、天津天铁冶金集团和天津冶

金集团4家国有钢铁企业战略重组成渤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合

并之后，渤海钢铁集团占全市钢铁产能的70%，粗钢产能排在全

国钢企前十。为迅速扩大产能，抢占全国市场，渤海钢铁集团背书

给原还不上银行利息的四家钢企贷款扩张，但实际上钢铁产业从

2012年就开始下滑。当2015年钢材价格大幅下降时，渤海钢铁集

团融资性现金流趋紧，出现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情形；2016年初，债

务高达1920亿的渤海钢铁集团被迫拆分，四家钢企各自经营、负

责自身债务。

天津钢铁行业由于采用高杠杆的粗放型扩张模式，负债累

累。当在2015年钢材价格大幅下跌时，业绩不佳的天津钢企无法

偿还金融机构到期债务，深陷财务困境；即使在2016年钢材价格

大幅回暖时，经营性现金流断裂的天津钢企也只能被迫停产，

员工休假在家，粗钢产量锐减(天津天铁冶金集团粗钢产量缩减

45%)。

2.2 天津钢铁经营状况分析

本文通过对比2013—2015年天津与全国地区的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的财务数据来分析天津钢铁的经营状况，数据来源

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2.2.1 偿债能力状况 

表1 资产负债率

年份 2013 2014 2015

天津 0.77 次 0.74 次 0.78 次

全国 0.67 次 0.66 次 0.6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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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流动比率

年份 2013 2014 2015

天津 0.79 次 0.85 次 0.74 次

全国 0.79 次 0.76 次 0.70 次

由表1可知，钢铁产业是一个重成本、高杠杆的行业，全国钢铁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67.5%，远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55.9%，天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资产负债率更是高于全

国近10个百分点。天津钢铁企业的高杠杆率主要源于盲目强占市

场、借贷扩张。进一步分析发现天津钢企流动负债占比在2013—

2015年分别为89.39%、89.41%、81.89%，这些流动负债大多来自银

行等金融机构的短期借款，这极大提高了天津钢铁行业的运营风

险，2015年6月末天津钢管集团一年内到期债务为265.72亿元，资产

负债率高达83.4%；天津天钢集团在金融机构缩减贷款的情形下，

被迫向员工融资26.84亿。

表2表明，无论是全国还是天津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其流动比率均低于1，有限的短期偿债能力极易导致现金流断

裂、企业停产的现象。天津行业的流动比率虽略高于全国水平，但

这种流动优势主要由于天津钢铁行业持有较高比率的产成品造

成的，并不能说明天津钢铁行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优于全国水平。

2.2.2 盈利能力分析

2013—2015年全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毛利率分

别为8.03%、8.13%、7.15%，可见2015年钢材价格的大幅下降确

实对全国钢铁行业的盈利能力产生了较大影响；2013—2015年天

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毛利率分别为6.85%、5.93%、

7.03%，可以看出天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各年毛利率

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源于天津地处钢铁行业竞争激烈

的华北地区：京津冀钢产量占全国的1/4，每年过剩产能超8000万

吨，且天津钢企相较于河钢集团这样的大型钢铁企业在规模效

应、市场份额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劣势，在产品竞争优势不足的

情况下只能降价保量；另外天津钢企的职工待遇普遍高于全国水

平，生产成本的提升进一步降低了天津钢铁的毛利率。天津钢企

的战略规划需在稳定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增加收入来源，提升产

品附加值，提高行业利润。

2.2.3 资产管理效率 

表3 固定资产周转率

年份 2013 2014 2015

天津 4.92 次 5.09 次 4.63 次

全国 3.49 次 3.14 次 2.56 次

表4 流动资产周转率

年份 2013 2014 2015

天津 2.21 次 2.16 次 1.94 次

全国 2.84 次 2.71 次 2.45 次

从表3可知，2013—2015年不管是全国还是天津的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都呈下降态势，说明行业设备

未能得到有效利用，资金形成沉淀，是行业竞争激烈，供过于求的

重要特征。

表4说明，2013—2015年全国与天津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的流动资产周转率逐年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行业竞争激

烈、不少企业为了争夺客户急于销售放松了信用管理，应收账款不

断增加。

2.3 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天津钢铁行业是天津工业的重要基

础。前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使得天津钢铁行业积累了大量债务，高

杠杆的经营方式提高了运营风险，当钢材价格出现下滑时，天津钢

铁行业便陷入了现金流断裂的财务困境中；另外天津钢企地处钢

铁行业竞争激烈的华北地区，低附加值产品及较高的生产成本降

低了天津钢企的行业利润；同时，天津地区的去产能指标也限制了

以价保量的经营模式。天津钢铁行业需进行明确的战略管理来统

筹规划，实现产业升级。

3 天津钢铁行业战略管理

天津钢铁行业必须顺应十九大“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模式，

结合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市场特性，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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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战略管理，短期稳定钢企的收入来源，摆脱财务困境；长期通

过打造钢材精品基地的模式着手解决天津钢铁行业发展不平衡

的问题，搭建全国钢铁行业开放平台、争当行业领头羊。

位于渤海之滨的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拥有“中国经济增长

的第三极”——渤海新区与年吞吐货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天津港；随

着国家战略的实施，天津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强，连接内

外的便捷交通使得天津港成为中国钢材的集散中心；苏振东、尚瑜

(2016)提出天津是京津翼一体化建设中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构

建新的首都经济圈的重要城市群，京津冀一体化下，天津“出海口”

效应大幅提升；齐岳、张颖(2017)指出天津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东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北段的交汇处，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天津市经济发展提供重大机遇。

3.1 发挥天津城市发展一极作用的前提下、积极融入国家战略摆

脱财务困境

天津钢企当下需着手解决财务困境引发的经营问题，在引入

短期资金、缩减生产成本的前提下提高营业收入。短期内，天津钢

企需在重点发挥天津“双城双港”发展格局的一极作用下，积极融入

“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区战略。

3.1.1 发挥天津城市发展一极作用

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日趋公开化、开放化，但地方经济的发展

助力地方企业成长的现象依然存在。天津钢企要想在短期内解决

财务困境，必须紧紧依靠天津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

天津“双城双港”的城市发展格局即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

心区为双城、以天津港的南北港区为双港，带来的一系列项目的建

设将有助于天津钢企增加收入来源，摆脱财务困境。

连接“双城双港”的轨道交通建设将大额增加对钢材的需

求。天津现阶段城市轨道交通主要以天津站为核心、全方位覆盖

市内六区、延伸至环城四区，此种轨道交通设计在加强市内六区

联系的同时，加重了天津站的运营负担，割裂了郊区与市区的交

通联系，加剧了郊区与市区发展的不平衡。根据《天津市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2012—2020年)》，天津市域内将投资近2000亿构建

市域线与城区线两级线网，更好地实现“双城双港”的无缝对接；

至2020年轨道交通总规模达686KM，这将带来近600万吨的钢铁

需求。

将滨海新区核心区建设为“双城”一支的基建需求亦能解天津

钢企的燃眉之急。滨海新区的发展将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推

动实体经济发展，滨海新区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维持在每年5000

亿元水平，按固定资产投资耗钢量为1185.77吨/亿计算，这将带来

近600万吨的钢铁需求。

3.1.2 积极融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

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这对处在京津冀首都经济圈的天津钢铁而言是个绝佳的

发展机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提是交通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纲要》计划以京、津、石三大城市为核心，形成“四纵四横一

环”为框架的城际交通网络，覆盖区域重点城市和产业集聚区。城

际交通网络涉及新建24条城际线，总规模达3453千米，近期实施线

路总长1012KM；据统计，铁路基本建设投资每亿元耗钢量为0.333

万吨，按2016年单位公里铁路需投资约1.1亿元计算，建成1012KM

需钢材370万吨：这对于整个京津冀的钢铁企业来说都是个不小的

基建需求。

3.1.3 积极融入雄安新区战略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抉择，是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的建设对于钢铁行业来说是个利

好，以48平方公里的北京通州副中心建设为参照，雄安新区起步

区面积是100平方公里，为通州的两倍；通州2015年起步年投资575

亿，由于雄安新区的战略地位以及初始面积，起步阶段投资能达到

1500亿。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耗钢量为1185.77吨/亿，考虑到新区

“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要求”，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耗钢量会

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起步阶段雄安新区的建设大约会带来250

万吨的钢铁需求；但根据滨海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在短短八

年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倍，因此雄安新区的中后期建设带来的钢

铁需求将更为惊人。

天津城市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雄安新

区建设对钢铁的需求都能较大缓解天津钢铁在财务困境阶段的

市场订单；但应注意到，环渤海经济圈中存在大量如河钢、鞍钢这

样的大型钢铁企业，其市场抢占能力强于天津钢铁；天津钢铁应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精品钢材基地产品为基础，提供高精尖产品，

脱离财务困境。

3.2 打造精品钢材基地、解决钢企发展不平衡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十九大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必会持

续不断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提升经济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

钢铁行业作为产能过剩严重的产业，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先行区：2016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实

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要求统筹推进各地区开展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天津钢企

至少需压缩1500万吨产能。天津钢企以其坐以待毙，不如大刀阔斧

的实行改革，在产业升级的同时缩减产能。

合并重组是当前天津钢铁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的必由手

段。“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渤海钢铁集团的拆分使得业内人士

不敢再提出合并重组振兴天津钢铁产业的意见。渤海钢铁集团的

失败源于没有实质性的重组与走向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合并之后的

各自为政，未进行生产线整合形成规模经济来淘汰落后产能；反而

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增加物质投入进行粗放型增长，这种经济模式

在加重对资源环境压力的同时，生产的钢材产品附加值过低，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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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钢铁行业长期处于生产链的底端，降低了在行业的竞争力。

合并重组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在于整合天津各大钢企优质生

产线，打造精品钢材基地。天津钢铁的发展可以打破各企业管理生

产线的模式，改为按产品类别进行整合，打造四大精品板块。发挥

天津钢管集团优质无缝钢管生产线优势，天津冶金集团成熟不锈

钢焊管生产线与天津天丰钢铁集团金属制造特点，在静海、东丽打

造世界级钢管产业群与国际先进的金属制品基地；以天津天钢集

团与天铁冶金集团为依托，在静海与河北涉县建立国内领先的精

品板材基地；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与天津天钢集团现有棒线材生

产体系为基础，在津南、东丽打造国内一流的高强棒线材基地。对

于各大钢企原先落后的生产线、不具备优势的低附加值产品一并

淘汰，整体向高端、精品、绿色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型；同时，加快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建设，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产

学院合作；以市场为导向，开发生产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高精产

品服务高端领域；摆脱“以量补价”、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局面。

3.3 推动建立开放市场、搭建钢铁行业平台

天津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定位决

定了天津钢企不能以扩大产量规模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天津钢企

应充分利用天津港巨大货物吞吐量与便捷运输网络优势，推动全

面开放格局，搭建钢铁行业平台。

京津冀所在的华北地区每年接近8000万吨的钢铁净流出使

得天津港成为了重要的钢材集散基地，不少外地钢企在空港建立

钢材加工配送中心。天津钢企可顺势在港口建立健康有序的全国

钢铁交易平台，提高钢铁交易透明度，结合便捷物流运输优势，成

为全球钢铁贸易港口；搭建电子商务平台，引导市场交易、发展定制

化生产，满足个性化需求。

矿山品位低、难开发的特点导致我国钢铁生产高度依赖进口

铁矿石，2016年我国进口铁矿石10.24亿吨；铁矿石为天津港的支柱

货类，每年铁矿石吞吐量超1亿吨；铁矿石的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使

得我国钢企处于劣势方。天津钢企可在天津港搭建资本运作平台，

引导全国钢企资本共同投资，牵头与国际“四大矿企”共同持股开

发矿山，争夺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话语权，提升行业整体利润。

天津作为“一带一路”的北方桥头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带一路”的提

出就是要我国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天津自贸区是一个很好“引进

来、走出去”的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

时期，需进行大量的基础建设，对钢材需求巨大；但我国钢企只在

东南亚地区有较大市场，对竞争激烈、钢材几乎完全依靠进口的中

东地区市场占有额甚低。天津钢企可以很好利用这个契机，运用天

津自贸区开放平台与天津港物流运输优势，争夺中东地区市场，实

施“走出去”战略，缓解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

4 结语

十九大后，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加注重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强调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行业必须进

行产业升级、减负前行。正如天津钢铁一样在脱离财务困境同时，

发展高精尖产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搭建行业平台；其他地方钢

企也不能坐以待毙，被“破坏性”削减产能的方式耗至倒闭，应结合

所处的环境与自身优势，积极进行战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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