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铁、水泥、玻璃产业是河北的三大经济支柱，也是产
能过剩矛盾最为突出的行业。

河北省钢铁产量高居全国榜首，全世界不到 10 吨钢中
就有 1 吨产自河北；水泥和平板玻璃产量分别位于全国第
五位和第一位。这些产业对能源资源的先天依赖，决定了
河北经济能耗高、污染高、效益低、结构偏重。

“必须要坚决化解过剩产能。河北钢铁、水泥、平板玻
璃实际产能利用率不足 2/3，这不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而且容易引发恶性竞争，严重影响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河
北省副省长张杰辉说。

玻璃行业 先行一步

3月 19日沙河市

沙河市是全国著名的玻璃产地，河北全省产能不过 1.2
亿吨，沙河就有 1 亿吨。3 月 19 日，走进已经停产的沙河市
安利工贸有限公司20多亩的厂区，厂房里黑黢黢的，堆在一
起的铁架子已经锈迹斑斑。这家 2004年投产的玻璃企业，
因为生产的是技术落后的格法玻璃，在2012年就被淘汰。

皮肤黑黑的总经理刘永福对未来充满了忧虑：“玻璃行
业的发展趋势是浮法玻璃，但是投资大，一条生产线要投资
一个亿以上。我这个厂子当初才投资 1700 多万，上浮法，
投不起。前些日子，想转行做石棉保温材料，但是环评通不
过，现在节能环保的项目可真不好找。”公司原有 80 多名员
工，现在刘永福给三四十人安排了回收废玻璃的简单活
计。“也要给大家一点生活费。但是外债还有几百万，都是
民间借贷。”

不过，同在沙河，同是被关停的格法玻璃企业，河北邢
台鑫利玻璃有限公司的境遇就大不相同。这家公司拥有
247 万重量箱的 5 条平板玻璃生产线，曾是沙河规模最大
的生产线。因为临近市区、污染严重，鑫利玻璃在去年 11
月就率先停止了格法玻璃的生产，把发展重心转向了技术
更为先进的浮法玻璃，投资 15 个亿的新厂区面积更大，产
量也增加到 1700万重量箱。

“现在要严格控制产能，即使先进的浮法玻璃生产线，沙
河也绝不会再上一条。”主管工业的沙河市副市长苗全生说。

“十一五”期间，沙河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格法玻璃
向浮法玻璃的升级改造，共淘汰落后玻璃产能 4735 万重量
箱，占全国“十一五”计划淘汰落后产能的 158%。今年，沙
河将继续淘汰落后产能，争取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淘汰
落后玻璃产能 4200万重量箱的任务。

钢铁行业 阵痛最甚

3月 20日迁安市

淘汰钢铁过剩产能，唐山是重中之重。3 月 20 日，来
到唐山下辖的迁安市，这里正是因依矿而生、因钢而兴。唐
山市迁安建源钢铁公司在 2 月的河北化解钢铁过剩产能集
中行动后停产，如今 900亩的厂区已然是废墟一片。

“虽然 35 吨的转炉还没被炸掉，但变压器已经拆了，烟
囱也放倒了，电线也扯断，已经完全丧失生产能力了。现在
拆解施工公司也在陆续进场，进行专业化的拆解。到今年
7 月 30 日前将全部拆除，夷为平地。”眼看着现在 1400 多
名员工赖以生存的钢铁厂被一点点拆解，副总经理孔德琳
心情颇为沉重。2001 年投产、投资 1 个多亿的建源钢铁是
迁安最早的钢铁厂，年产 50 万吨，属于过剩产能，并非落后
产能。2011 年 7月，还淘汰了不符合国家减排政策的 34 吨
烧结机。

让孔德琳发愁的是去产能后的很多现实问题。“工人的
工资是个大问题，另外公司还有不少外债。今后钢铁肯定
不做了，但是做什么还没想好。”

像建源钢铁这样，处于转型困境的钢铁企业不在少
数。不过，去产能的难题也并非无解。只要企业在转型中
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向，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化解债务
危机、盘活土地资产，进而增加财政收入，保证社会稳定和
经济可持续发展。

水泥行业 亟待转型

3月 21日丰润区

按照河北淘汰过剩产能的“6643”工程，到 2017 年要
压减 6000 万吨水泥。3 月 21 日，来到位于唐山市丰润区
的博峰水泥有限公司，寂静无人的厂区内空空荡荡。这是
丰润第一个停产的水泥企业。正是因为考虑到国家对环境
的要求不断提高，博峰水泥提前转型，从产水泥的变成吃水
泥的，现在房子卖得相当好。可谓早转型，早受益。

2007 年，丰润区有 76 家水泥企业，水泥熟料产能达
到 700 多万吨。2008 年开始分 5 批淘汰水泥过剩产能，到
2010年 6月共淘汰了落后产能 726万吨。现在全区水泥企
业只剩下 36 家，水泥熟料产能压缩到 370 万吨。“丰润在水
泥淘汰产能的过程中，污染程度大幅下降，特别是粉尘排
放量下降了 70%左右。”丰润县工信局副局长张贻彬告诉
记者。

如今，这些水泥熟料压缩的产能置换给了唐山市属的
大企业冀东水泥，6 条线的产量有 700 多吨。“向大企业集
中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都很明显，也是大势所趋。一家
冀东水泥顶得上 2 个丰润区的产能，而且环保能做得更好、
更规范。”张贻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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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是全国空气污染的“重灾区”，河
北的污染尤其严重。2013 年全国十大空气

“最脏”的城市排行榜中，河北占比过半，唐
山、石家庄、邯郸、邢台等城市连续高居榜首。

必须甩掉空气污染这顶“黑帽子”！河北
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展开了一场壮士断腕的
攻坚战。

从出台治霾的 50 条措施到立下治理“军
令状”，再到发起针对污染源头“四大行业”的
减排攻坚战，河北防治大气污染的战役已经
全面展开，并努力向纵深推进。

目前，各项治理举措的成效已经初步显
现，今年 1、2 月份监测数据显示，河北 11 个
设区市与 2013 年同期相比，达标天数增加了
3 天，重污染天数减少了 4 天，特别是 PM2.5浓
度降低了 12.8%，空气质量开始止跌转好。

削减和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压
减煤炭消费量，这是治霾的治本之策。记者
在石家庄、邯郸、邢台、唐山等地的实地采访
中，看到钢铁、水泥、电力、玻璃行业中的很多
企业都已经淘汰关停。

不过，伴随着淘汰产能而来的问题很多，
企业如何找准新的发展方向、员工安置、债务
危机、土地纠纷，以及地方经济下行和财政减
收的压力⋯⋯这些都需要妥善解决。

背水一战，坚决淘汰过剩产能
本报记者 雷汉发 来 洁

钢铁、水泥、电力、玻璃四大行业是河北的“排污大户”，也是淘汰产能的攻坚

对象。到 2017 年，河北将压减 6000 万吨钢铁、6000 万吨水泥、4000 万吨燃煤和

3600 万重量箱玻璃。

□ 河北“治霾”在行动·上篇

今天的空气污染为什么如此严重？为什
么蓝天白云刚露个脸，紧接着又是挥之不去
的灰霾？难道蓝天只能“等风来”？

萦绕在人们心头的这些疑问，其实并不
难解答。大气污染之所以形势严峻、治理难
以立竿见影，根源正是过高的污染物排放总
量。只有彻底告别传统工业发展路径，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才能
把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下来。

对河北而言，这个转型更为艰难。河北
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说：“河北是传统产业大
省，传统产业占工业的 88%，这种产业结构的
严重弊端就是产能大、效益低、高耗能、高污
染。因此，全国无论是淘汰落后产能，压减过
剩产能，推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对河
北来说均是重中之重。”

治霾，必须抓住“牛鼻子”。河北把攻坚
战的对象锁定在了污染物排放量占全省 60%
以上的钢铁、水泥、电力、玻璃这四大行业。
按照河北淘汰过剩产能的“6643”工程，到
2017年，河北要压缩钢铁6000万吨、6000万
吨水泥、4000 万吨燃煤和 3600 万重量箱玻
璃。河北省工信厅厅长王昌说：“省委、省政
府下决心加快调整和优化，这个任务非常艰
巨，因为淘汰、压减的数量太大，钢铁占到将
近20%、水泥占到22%、煤占到18%。”

纵然治理大气污染对产业结构“伤筋动
骨”，但是河北已经别无选择，即便牺牲一段
时间的 GDP，也必须壮士断腕。河北省委书
记周本顺表示，我们必须肩负起对河北人民
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历史使命，以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的气概，打一场工业结构调整、
大气污染治理的攻坚战。

2013 年，这场攻坚战已经吹响了进军的
号角。当年，河北共淘汰炼铁落后产能 586
万吨、炼钢 788 万吨、焦炭 355 万吨、平板玻
璃 1488 万重量箱、水泥 1716 万吨。今年，还
要压减粗钢 1500 万吨、水泥 1000 万吨、煤
1500 万吨、平板玻璃 1800 万重量箱。河北
省省长张庆伟已经立下军令状，钢铁、水泥、
玻璃不能再新增一吨产能，新增一吨，党政同
责，就地免职，必须执行。

西柏坡高速路两侧曾是石家庄著名的
“水泥走廊”，密集程度惊人的水泥厂烟尘蔽
日。3月 18日，记者从这里走过时看到，被淘
汰的水泥厂已经偃旗息鼓，有些只剩下孤零
零的厂房，有些已经被拆为平地。去年年底
和今年 2 月，石家庄分两次集中拆除了 35 家
水泥企业，累计减少过剩水泥产能 1850 万
吨，约占全市水泥总产能的 40%，提前 3 年完
成河北省“淘汰水泥过剩产能 1500 万吨”的
目标任务。

“世界钢铁看中国，中国钢铁看河
北，河北钢铁看唐山。”唐山，无疑是河
北压减钢铁产能的“风暴眼”。《河北省
削减煤炭消费及压减钢铁等产能任务
分解方案》明确提出，在绝不增加一吨
新产能的前提下，到 2017 年底共压减
炼铁产能 6672 万吨、粗钢产能 6726 万
吨。这其中，唐山就要压减炼铁产能
2800 万吨、炼钢产能 4000 万吨，任务
可谓极其艰巨。

2013 年 11 月 24 日和今年 2 月 23
日，河北展开了两次化解钢铁过剩产能
集中行动，唐山集中拆除炼铁产能 362
万吨，炼钢产能 769 万吨，目前全市化
解钢铁过剩产能 1000 万吨以上。然
而，这一结果距离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
距。钢铁去产能的过程为何步履维
艰？经济下行压力、财税大幅减收、大
批 职 工 就 业 安 置 、企 业 资 产 严 重 损
失⋯⋯诸多难题都亟待破解，但是又很
难在短时间内找到答案。

主管工业的河北省副省长张杰辉
坦言：“化解过剩产能和环境治理将使
一批企业面临停产或关闭，这会直接影
响我们近期的经济增长点。与去年相
比，今年要压减的在产产能更多。”目
前，河北正在努力保护好关停企业的职
工利益。张庆伟表示，要把维护职工利
益与化解过剩产能同谋划、同部署，通
过加强就业培训、培育新的市场主体等
增加就业机会。

如何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保证
经济平稳运行？

张杰辉说：“既要坚定不移地‘减’,
又要只争朝夕地‘增’！坚持加法、减法
一起做,并且要增大于减、上大于下、进
大于退。”具体而言就是：有中去劣，坚

决把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压下来；有中
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
有中生新，以钢铁、煤炭、建材等传统产
业为重点,着力延伸产业链条；无中生
有，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保证经济换挡不失速，唐山提出
要以化解过剩产能为契机，打造钢铁产
业升级版。把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与结
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整合重组、
搬迁改造、装备升级和延伸产业链条四
个途径，实现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

位于唐山市下辖迁安市的北京首
钢（柳工）重型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正是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打开了新的发
展空间。

总经理梁国强拍着自主研发的载
重 240 吨的“巨无霸”矿车说：“这可是
个‘吃钢材’的大家伙。现在受制于环
境压力，国内钢铁行业雪上加霜。首钢

率先转型发展装备制造，但是在研发、
制造、销售、管理方面遇到了瓶颈，因此
与柳工合作，在 2011 年成立了这家公
司。产品有 40 吨、50 吨、150 吨等多种
型号，已经覆盖全国 80%的省市，并远
销到海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河北全省而言，大力发展装备制
造等“吃钢产业”已成为未来的主攻方
向。到 2017 年，河北装备制造增加值
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要达到 26%以上，
装备制造将取代钢铁产业成为全省第
一大产业。2013 年，河北产业结构调
整已经初见成效。钢铁占全省工业比
重下降 0.8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占比
提高 1.2个百分点。

“去年，河北工业运行经受住了严
峻考验，基本上实现了稳中向好，虽然
增加值增速低于预期目标，但在换挡过
程中没有失速。”张杰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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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减钢铁过剩产能的同时，大力发展装备制造等“吃钢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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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大规模淘汰水泥过剩产能，图为平

山县正在进行水泥筒仓爆破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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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山市迁安建源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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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生产线已于去年全部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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