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对各个产能
过剩行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制订有针对性的调整
和化解方案。要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产品创
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要
合理安排生产力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规模
经济效益显著的重大项目，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
统筹规划，科学布局。

我国产能过剩在多行业凸显的深层次原因在
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落后。此外，有些地
方政府采取摊大饼的方式片面强调做大 GDP，以
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等公共资源，引导投资者进入
本已过热的投资领域，导致产能过度无序扩张。

总体而言，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从根本上解
决造成产能过剩的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张平
表示，对于当前存在的产能过剩，中央已经提出明
确的解决方向，就是要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
齐下、标本兼治。尊重规律，就是要尊重经济发展
规律、市场规律、产业规律；分业施策，就是要根据
不同行业、不同产品采取不同措施；多管齐下，就
是要采取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调控手段；标
本兼治，就是既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又要从体制机
制上确保将来不再出现产能严重过剩局面。

我国不少产业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主要
表现在中低端产品领域。因此，要真正化解产能
过剩，还应提高企业素质来升级一批现有产能，通

过兼并重组来消化一批过剩产能，通过优胜劣汰
淘汰一批落后产能，通过鼓励企业“走出去”来转
移一批产能。

对于一些行业企业而言，在产能过剩重压下，
产品价格和利润已处在近年来最低水平。但从另
一个角度看，这些行业企业也面临着倒逼机制带
来的难得机遇：调整不合理产业结构，在控制产能
过快增长的同时，加大淘汰落后和兼并重组力度，
由传统的以生产型为主向生产服务型转变，提高
全产业链发展水平。一些重点行业和企业在化解
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抓住当前的机会，调
整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积极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
生产能力，有效提高盈利水平。

标本兼治化解产能过剩
本报记者 刘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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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我国粗钢产能超过 9 亿吨，而前 11
个月粗钢表观消费量仅 6.2 亿吨。有色、建材等行
业在前几年楼市火爆和“铁公基”等投资大幅增加
的拉动下，也均出现“大干快上”局面。而今，这些
步入产能集中释放期的行业，纷纷陷入了产能过
剩的泥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近日指出，
目前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等行
业的产能利用率大体上在 70%至 75%之间，而国
际上一般衡量比较正常的市场竞争，产能利用率
超过 80%至 85%比较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适度的富余能够激发市场竞争，能够推进企业技
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但目前这些行业已经

出现产能过剩。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除了传统的钢铁、水泥、

平板玻璃、造船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
扩张外，多晶硅、风电设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也
出现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倾向。以光伏为例，目前
我国光伏产业的年产能在 4000 万千瓦左右，但全
球新增的装机容量只有约 3000万千瓦。

与此同时，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还在保持高
速增长。2012 年 1 月至 9 月，六大高耗能行业投
资 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2%，增速同比提高 4.2
个百分点。产能过剩存在加剧的风险，以水泥行
业为例，2012 年有 216 条在建水泥生产线，预计到
2013年建成投产，届时新型干法水泥将达到 31.33

亿吨。假设 2013 年需求量增长到 24 亿吨，富余程
度也将达到 30.54%。

产能过剩不仅浪费资源，对企业和产业本身
而言也意味着很大的困难，影响不可小觑。从钢
铁行业 2012 年的利润表现可以看到，吨钢利润大
幅下降、企业效益显著下滑，去年全年钢协会员企
业实现利润 15.81 亿元，同比下降 98.22%；电解铝
行业的亏损面 2012年也达到 50%左右。

庞大的产能可能成为经济复苏的阻碍。2013
年，随着需求的好转和产品价格的上涨，产能利用
率将随之上升，但鉴于很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
情况，只要厂家开足马力生产，产品价格将很快下
降，可能又将进入新一轮的调整周期。

从政策角度看，对于产能过剩的调控由来已
久。近 10 来年，国家对产能过剩进行过几次比
较集中的治理。第一次是在世纪之交，采用限产
利库、淘汰产能、限制投资等措施治理；第二次
是在 2003 年至 2006 年；第三次是 2009 年 10 部
门联合发文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拉开又一次
集中治理大幕。与前两次相比，新一轮产能过剩
波及领域更广、形势更严峻。

严峻的局面必然引来更强力的调控措施。近
日，各地正在向工信部报送 2013 年部分工业行
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计划。据了解，国家发展改
革委也正拟会同工信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等有关部门完善化解产能过剩的工作

方案，研究提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综合措施，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实际上，国家有关部门此前已针对化解产能
过剩矛盾连续出台多项政策。2009 年 9 月，国务
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
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2010 年 4 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
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提出，当前我国一些行业落
后产能比重大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必须充分发
挥市场的作用，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综合运用
法律、经济、技术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进一步建
立健全淘汰落后产能的长效机制，确保按期实现
淘汰落后产能的各项目标。

2012 年，我国共下达 19 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
产能目标任务。与 2011 年相比，2012 年淘汰落后
产能新增铅蓄电池行业，焦炭、铁合金、铜冶炼、铅
冶炼、水泥、平板玻璃等 12个行业任务有所增加。

除了淘汰落后产能、相关行业的准入条件正
陆续出台外，兼并重组政策也正式推出。今年 1月，
12 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
并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汽车、钢铁、水
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和农
业产业化等九大行业和领域兼并重组的主要目标
和重点任务。

“化解产能过剩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
调结构转方式的一个重点。”张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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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工信厅厅长王昌：

减量升级两手都要抓
本报记者 亢 舒 雷汉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

坚决堵住产能过剩源头
本报记者 冯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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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一方面是经济生产中不
能避免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个
问题很严重，已经影响到经济
的发展，潜伏着危机，潜伏着
风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产能过剩
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多年来，我国整治产能过
剩决心很大，也做了很多的工
作，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
解决。李毅中委员表示，需要
认真调研，针对钢铁行业、有
色 、 建 材 、 煤 化 工 、 平 板 玻

璃、风电设备、多晶硅、造船
等不同行业，把情况摸准，在
这个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要
科学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市
场的需求来认定哪些行业是过
剩 的 ， 哪 些 行 业 是 严 重 过 剩
的，再针对不同行业的具体情
况，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

“按照现在的标准，工业产
能 的 15% 到 20% 是 技 术 落 后
的、高耗能、高污染、应该淘
汰掉和关掉的，虽然淘汰难度
很大但还要下决心淘汰。技术改
造不是再扩大生产能力，而是在

质量、品种、节能、环保、安全
生产、装备、信息化等方面提升
水平和档次，把落后能力变成先
进能力。”李毅中委员说。

李毅中委员指出，对高耗
能、高污染、过剩的、落后的生
产能力确实不能再建了。“搞这
个东西没有出路，对国家没好
处也赚不到钱，何必要搞呢？
要普及这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我
们企业家、决策者不再去做那些
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利于自己事
业发展、违背规律的事情。要把
这个源头堵住。”

河 北 省 是 钢 铁 大 省 ， 钢
铁产能 2 亿多吨，占全国的四
分之一左右。“转型升级，走
新 型 工 业 化 道 路 ， 是 破 解 产
业过剩的根本出路。”全国人
大 代 表 、 河 北 省 工 信 厅 厅 长
王 昌 说 ， 河 北 钢 铁 业 正 在 一
边 降 低 产 能 ， 一 边 加 快 转 型
升 级 。 近 两 年 来 ， 河 北 省 没
有新增 1 吨钢铁产能。与此同
时 ， 还 提 出 了 产 能 减 量 置 换
的 措 施 ， 鼓 励 小 型 钢 铁 厂 合
并，集中产能。

王 昌 代 表 举 例 说 ， 5 个

200 吨产能的小钢铁厂，如果
重组之后上一套 600 吨的大型
新 设 备 ， 用 先 进 的 设 备 和 工
艺，产能虽然降下来了，企业
仍然愿意干，因为好的设备让
成本大幅度下降，企业依然有
利可图。同时，新装备新工艺
让生产过程更清洁、更节能。

3 月 7 日，在河北团组开
放 会 议 上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河 北 省 省 长 张 庆 伟 透 露 ， 河
北钢铁业将在现在 2 亿多吨产
能的基础之上削减 6000 万吨
的产能。

“产能过剩的话题，也应
该客观看待。”王昌代表说，

“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
的 过 剩 有 利 于 企 业 之 间 的 竞
争，有利于好的企业和好的产
品脱颖而出。”

在他看来，政府要给企业
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预警。重要的是，
当一个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风
险，政府应加强引导，将落后
产能淘汰出去。可通过差别电
价、差别水价、提高排放门槛
等手段推动产业调整。

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

优胜劣汰的要求，着重缓解和

消除发展的瓶颈制约，切实淘

汰落后生产能力和加快产品更

新换代，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

产业竞争力。

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

工作重点，总的原则是尊重规

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

兼治。要加强对各个产能过剩

行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制定有

针对性的调整和化解方案。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严

格产业政策导向，进一步淘汰

落后产能，促进兼并重组，推动

产业布局合理化。

严控投资产能过剩行业，

防止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要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

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

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

款。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

产能。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

新上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