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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字 面 上 来 看 ，“ 耦 合 ”并 不 难 理
解。作为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
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一
种现象。

不过，经济学家们更喜欢用“耦合”
来描述经济领域中的现象，希望通过对
耦合原理的研究分析，寻找到两个或更
多产业之间相互作用的最佳结合方式，
使其相互促进，互为支撑，协调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资源、环境约
束日益突出，传统线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越来越难以为继，尤其是一些资源依托
型产业，比如冶金、能源、化工等，市场增
长空间越来越小，产业发展前景堪忧。

“在这种情况下，转向多元、低碳、高
效的耦合发展模式成为一种必然，这也
是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之
一。”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冯杰对此体会深刻，“耦合发展既有效
分散了市场风险，又为企业发展培育了
新的增长点。”

冯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作为我
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和甘肃
省骨干支柱企业之一，酒钢集团几年前
就开始了对多元产业耦合发展的探索，
力图以跨行业产业链条的纵向、横向耦
合机理为着力点，以提高产业发展水平、
资源利用效率和促进节能减排为目标，
构建低碳、环保、可持续的多产互联高效
耦合工业体系。

酒钢集团在产业耦合发展上的探索
具有代表性。我国西北地区资源富集，
不仅拥有丰富的铁矿、有色金属矿、煤炭
资源，也有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资
源，还占据着能源大通道的地理优势，

“西煤东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
已成为调和能源供需矛盾、保障经济运

行的战略举措和重要任务。与此同时，
西北地区的产业发展承担了较高的生态
环境成本，因处于产业链低端，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区域工业化进程。

产业间的耦合发展，可以有效化解
上述矛盾。借助产业耦合，可实现相关
多元产业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促进
资源要素流向的最优化，再结合技术集
成与产业耦合创新，有助于构建崭新的
低碳、高效、绿色的资源要素循环利用工
业体系。

“在产业耦合发展的框架下，资源就
地转化率得到大幅提高，以往单纯的能
源输出变为能源输出与生产高载能、高
附加值工业产品并举，这对破解资源富
集而经济落后的‘魔咒’，缩小东西部地
区贫富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酒钢集团公司总经理
魏志斌说。

对于“大块头”的大型钢铁企业来说，

每一个转型决策都可谓“牵一发而动全

身”。从最初设想的萌生，到后来的设计论

证，从小试、中试直到最后的点火成功，其

间历经种种考量，任何环节都来不得半点

马虎。从记者的实地调研来看，酒钢集团

在产业耦合发展上的思考与实践，应该说

是达到了预期目标。

酒钢集团尝试产业耦合发展，既是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大

型制造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

择。一业独大、区域优势下降、经营形势

严峻、产品差异化程度低、高端产能开发

不足等现实，让酒钢集团原来以规模扩

张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但如何转型、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是对酒

钢决策层智慧与能力的一次考验。

从酒钢集团产业耦合的实践看，至

少有两点应该重点关注：

一是在充分认识自身实际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地选择关联度高，生产要素配置

科学、经济的产业，最大程度地发挥产业

耦合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从企业经营

的角度看，需要考虑资金及市场变动等因

素，对于在什么时间点切入、以何种形式

切入，都要有充分的考虑，毕竟实施产业

耦合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产品参与市

场竞争的能力，换言之，产业耦合成功与

否，最终还需要由市场来检验。

二是与产业耦合配套的协调机制和

制度设计。产业耦合至少涉及两个以上

的产业系统，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

的关联，但彼此又各具特点，在系统运

行、组织保障乃至渠道建设等方面均存

有差异，一个高效的产业耦合体系必须

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保障，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产业耦合效率的最大化。

目前，酒钢集团在构建产业耦合体

系的同时，以“产业化、专业化、市场化、

社会化”为导向，加快推进集团化管理体

系变革，将分散的资源、能源、后勤、物

流、计量、检验等业务整合成专业化中

心，对内提供专业服务，对外面向市场走

产业化发展道路，加快低效企业与资产

的清理退出，同时全面深化干部人事制

度改革，形成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人事

管理体系。上述种种改革举措，总体上

适应了产业耦合发展的需要，为酒钢产

业耦合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

以耦合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当

前仍处于尝试阶段，未来还会遇到新的

问题和困难，但是，这一产业发展的方向

是正确的，其模式也可在旅游产业、海洋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

中加以借鉴，期待更多像酒钢集团这样

的案例出现。

产业耦合实际上是产业联合和产业融合的一种继承
和拓展，产业联合和产业融合是产业耦合在不同情况下
的应用实例。

产业联合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易，主要发
生在具有串联关系的上下游产业之间。产业耦合并不一
定建立在产品交易的基础上，而是注重对生产要素、产品
市场、技术信息的相关性进行互动，耦合产业间的关系不
再局限于上下游串联关系。例如，钢铁与有色产业耦合，
可以共享电力、蒸汽、煤气等能源介质供应保障，以及共
用维修设施等生产要素；钢铁与化工产业耦合，可将在钢
铁业不能得到高效利用的煤气用于化工业生产甲醇、乙
醇乃至乙二醇等高附加值产品。

产业融合是同一技术向不同产业扩散而推动产业间
的协同发展。产业耦合不仅是不同产业间技术、知识上
的共享和相融，更是市场、生产要素、产品研发、技术
创新等全方位的合作利用和交互影响。耦合产业的边界
并没有因为技术的渗透而模糊甚至消除，耦合产业仍然
保持各自的独立性。用耦合理论阐释当前产业经济，主
要是因为产业耦合是一种更为全面、更为高效的先进产
业发展模式，具有发展成本更低、发展机制灵活、产业
结构合理三大优势，适应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的需要。 （李 景）

耦合作为一个物理学概念，如今已经被生动地运用
到经济领域。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冶金建材发展部副
主任陈子琦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专访，对酒钢集团
产业耦合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解读。

记者：如何看待酒钢的产业耦合发展机制？其对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何作用？

陈子琦：酒钢通过重构产业链条、优化资源要素流向
等方式，促进相关多元产业耦合发展，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和尝试，思路和方向是正确的。酒钢的钢铁、建材、有色
轻金属、铁合金、电力、煤化工等产业耦合发展，一是有利
于将水、蒸汽、氧气、氮气、高炉煤气和焦炉煤气等介质以
及煤焦油、粉煤灰、高炉渣等副产品或废弃物实现互为高
效利用和综合利用；二是相关产业的钢材、兰炭、铁合金、
电力、耐火材料等产品可以互为市场需求；三是有利于实
现生产管理、维修、产品销售、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共享、协
同和互动。总的来看，产业耦合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有
促进和带动作用。

酒钢所处的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年来，该区域产业发展过度依赖资源，低端化、同质化
严重，长期处于外供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状态。酒
钢探索多元产业高效耦合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转
型升级，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作出了贡献。

记者：对目前低迷的钢铁业来讲，酒钢产业耦合实践

有何推广与借鉴价值？

陈子琦：酒钢产业耦合发展，实质上是谋求企业多
元高效发展、规避市场风险的一种表现，有利于提高竞
争能力和经济效益，对产能严重过剩、处于微利时代的
钢铁业具有积极的推广和借鉴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多
元发展也要相关和适度，盲目发展相关程度不高的多元
产业，意味着丧失了耦合发展在资源要素配置和产业链
重构方面的优势。实施相关多元耦合发展，成功的可能
性比较大。

记者：目前产业耦合的发展和探索面临哪些难题和

挑战？未来前景如何？

陈子琦：我国产业耦合发展仍处于萌芽起步阶段，面
临诸多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产业链孤立，资源要
素流向不合理，产业壁垒是制约产业耦合发展的关键，削
弱了多元发展的规模优势和协同效应。第二，产业耦合
程度不高，尚未形成合理高效、互为补充的多元化发展构
架，造成相关产业多而不联、多而低效的状况。第三，体
制机制尚不完善，更为注重产业基础的壮大，却忽视了管
理体系和体制机制建设，导致缺乏高效的协调和决策机
制、通畅的信息共享平台和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制约了
产业耦合的进一步发展。

产业耦合发展的特点和优势，恰好适应我国当前经
济社会不断进步、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变革、产业结构有待
完善的发展环境。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产业耦合发展将
有越来越广阔的空间，是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有
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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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钢产业耦合发展，实质上是谋求企业

多元高效发展、规避市场风险的一种表现，

有利于提高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对产能严

重过剩、处于微利时代的钢铁业具有积极的

推广和借鉴意义

产业耦合、联合、融合的关系

据酒钢集团初步测算，通过实施多
元产业低碳高效耦合发展，工业产值可
提 升 约 50% ，单 位 增 加 值 能 耗 可 降 低
30%以上。酒钢集团的实践显示，产业耦
合发展不仅加快了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也作出了有益的
尝试。

以煤炭为例，西北地区煤炭资源储
量丰富，如新疆哈密的煤炭资源探明储
量达 2000 亿吨，远景储量约 5700 亿吨，
其中储量最大的是低阶煤炭。

“这种低阶煤炭具有低灰分、低硫、
高挥发分、高油等特点，综合利用效率较
低，如果直接作为动力煤来发电，既浪费
资源又存在易燃易爆等缺陷。”冯杰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根据资源特性，将先进

的低阶煤炭转化技术与钢铁、有色轻金
属、能源等相关多元产业高效耦合，可有
效拓展煤炭资源利用途径，丰富兰炭、煤
气等副产品的利用方式，实现低质资源
的高效转化利用。

从产业多元耦合发展角度看，其本
身就具备良好的技术经济性，实现了资
源利用最大化；从区域市场角度看，产业
耦合形成的产品在成本、渠道等方面也
具备竞争优势。

酒钢集团生产的高性能钢材、镁铝
合金、化工产品等不仅立足国内市场，也
放眼境外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乃至中
东国家的市场需求。

“我们企业自备的铁路，可以把外
蒙等地的铁矿石、氧化铝等优质资源运

回来，为提升多元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水
平提供保障。”冯杰表示，产业耦合发
展要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互惠共享，在承接东部沿海
产业转移的同时，构建起产业多元、产
品丰富、发展水平高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黄金段，更好地发挥向西开放的示范和
带动作用。

不过，独木不成林，酒钢集团产业耦
合发展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国家有关
部门应加强统筹协调，研究制定与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环境承载能力
相适应、与科技进步相适应的产业耦合
发展机制，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财
税金融支持等，通过先行先试，引导并推
动产业耦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始建于 1958 年的酒钢集团，是继
鞍钢、武钢、包钢之后新中国规划建设
的第四个钢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酒
钢集团一直以钢铁为主业，目前已形成
年产碳钢 1200 万吨、不锈钢 120 万吨
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和装备水平均达
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然而，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和国内产
能过剩，酒钢集团大体量单一产业带来
的结构性风险不断积聚。经过充分调
研，酒钢集团决策层明确了加快转型、多
元发展的主导思想，通过深入研究钢铁
产业、特色冶金产业、能源产业的技术方
向和发展条件，确立了关联技术发展模
式整体性规划的思路，着手推进钢铁、电
解铝、电力、煤化工等产业耦合发展。

众所周知，电解铝是高耗能产业中
的用电大户，电力成本占到电解铝生

产成本的 40%以上，业内有“电价定
生死”的说法。据测算，每生产 1 吨电
解铝需耗电 14000 千瓦时，这让很多
电解铝企业在选址上不得不考虑当地
的电价水平。

酒钢集团所在地拥有丰富而廉价的
风电、光电资源，不少资源因无法消纳而
白白浪费掉了。2012 年 5 月，酒钢整合
重组了甘肃东兴铝业公司，按照新型能
源与传统产业融合的要求进行了技术改
造升级。目前，东兴铝业以 170 万吨的
产能规模跃居国内铝业前 5位，原铝阳极
炭块单耗、铝锭综合交流电单耗等主要
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新型煤化工产业是酒钢集团的又一
得意之作。依托低阶煤炭低温干馏、分
质利用这一关键技术，获得的副产品兰
炭可供应钢铁、铁合金、电力生产，产

生的富余煤气可置换钢铁厂优质焦炉煤
气，制氢解析气可供有色轻金属产业金
属镁的冶炼及建材产业中的炉窑加热，
而金属镁可用于生产钢铁及高附加值镁
铝合金，钢铁、铁合金、建材产业间的
固体废弃物实现了循环利用，钢铁产生
的余热、余压、余能等还可供电力生
产，在几大产业链循环交织的作用下，
多元、低碳、高效的产业耦合发展之路
清晰可见。

“耦合发展重构了产业链条，既从
根本上改变了单体煤化工企业富余煤气

‘点天灯’、兰炭利用方式单一造成高能
耗高成本的被动局面，又可实现钢铁、
有色金属、电力等相关产业生产成本的
最优化，发挥出多元产业的乘数效应，
形成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良性循环耦
合产业体系。”冯杰说。

多元化战

略是企业发展

壮大的必然选

择，是企业调

结构转方式、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目

前，我国大型企业多元化发展多处

于萌芽或初级阶段，往往更加注重

在行业内规模壮大的“硬”实力，

却忽视了多元产业相互促进、相互

融合的“软”实力。

事实上，“软”、“硬”实力之

间的失衡，直接导致了相关产业间

关联度低、行业壁垒严重、产业链

孤立等问题，企业创新发展的活力

被禁锢了，转型升级的步伐也变得

踯躅不前，很多企业甚至还陷入了

“规模越做越大、核心竞争力不升

反降”的怪圈。

破解怪圈的密钥在哪里？近

日，本报记者在西北地区调研采访

时发现，以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为代表的一些大型企业，

正通过对多元产业耦合发展的尝

试，力图探索出一条既促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又推动企业可持续发

展的新路子。

产业耦合：培育新的增长点

循环交织：构建新的产业链

机制建设：形成新的竞争力

酒钢样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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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钢集团不锈钢生产车间里“整装待发”的不锈钢

板材。 本报记者 顾 阳摄

酒钢产业耦合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