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着力化解过
剩产能和降本增效。重点抓好钢铁、煤炭
等困难行业去产能，坚持市场倒逼、企业
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运用经济、法
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严格控
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
出过剩产能。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山西省
与河北省的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认为，产能
过剩、无序扩张将给经济带来破坏性的持
久影响，啃下重点行业去产能这块“硬骨
头”势在必行。

坚决去除过剩产能

说到山西，离不开煤炭，说到煤炭自
然绕不开当前产能过剩的困境。全国人
大代表、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开宗明义地
说，山西煤炭企业要坚决去产能！目前，
山西正在按照国家的部署，抓紧制定化解
煤炭、钢铁过剩产能的方案细则。通过淘
汰一批、重组一批、退出一批、核减一批、
延缓一批来化解过剩产能。

在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煤矿安全监察
局局长卜昌森看来，过去十年是煤炭的黄
金发展期，行业发展不够理智，重规模、轻
质量。大批“头脑发热”的资金进入煤炭
行业，后果则是严重的供过于求。据统
计，2015 年山西煤炭行业库存达 5067 万
吨，比年初增长 44.6%，是 2011 年底的 4
倍。全省煤炭企业全年亏损 94.25 亿元，
同比增亏减利 108.29亿元。

面对如山的库存和巨额的亏损，李
小鹏代表认为，“从长远看，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的总要求，推进煤
炭革命。近期来看，山西要贯彻落实好
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着
力推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其
中，首要的措施就是化解过剩产能，提
升优质新产能”。

相较之下，钢铁行业的状况同样也不
容乐观。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省长张庆
伟列举出一系列数字：2015 年，河北钢铁
行业的利润总额 299.7 亿元，下降 46.9%，
钢铁行业的投资下降 5.7%。即使如此，依
然有不少钢铁企业“死撑”着。“‘僵尸’企
业不愿意退出，主要是因为钢铁生产属于
资本高度密集型行业，固定成本较高。倘
若一旦退出，对于企业来讲大部分成本要
白白损失，这会导致一部分企业宁愿保持

‘闷炉’状态或产能闲置状态也不愿意彻
底退出。”全国人大代表、河北三河汇福粮
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克荣说。

同时，钢铁行业作为调控对象，一些
缺乏产品特色和市场优势的产能很难找
到资金雄厚的“接盘侠”，资源整合兼并的
难度较大，陷入“好的时候不愿整合、坏的
时候无法整合”的悖论之中。石克荣代表

建议，各级政府应该制定出时间表和路线
图，通过产业标准、水电价格、税收等一系
列手段，减少落后产能的存量，并避免落
后产能通过简单扩容来逃避淘汰。

以创新促产业优化

减 量 与 优 质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两 条
腿”。要想彻底扭转煤炭、钢铁等产业的
困局，就必须告别粗放式发展。

资源有限，创新无限。“山西要下决心
走出一条革命兴煤的新路子，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思维来看山西今天的煤炭问
题。怎么提供清洁的煤炭产品，怎么解决
煤炭的供给问题？关键在于必须做到‘三
个抓好’。”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
王儒林说。

在科技水平日益发展的今天，煤炭已
经成为可以“百变”的素材。王儒林代表
介绍，第一，要着力抓好煤炭的清洁化、高
端化、精细化、差异化；第二要着力抓好煤
炭伴生资源的开发利用；第三，着力抓好
煤替代石油基产品的研发、推广和应用。

“我国基本国情是缺油少气，但是煤多，煤
炭将是最好的替代石油资源的选择。这
件事情对我国资源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王儒林代表说。

“电解铝同样是产能过剩行业，然而
与国际对比，我国人均铝消费水平低了
三分之二还要多，这说明铝行业依然有
很大的潜力，关键在于深加工的水平是
否到位。”全国人大代表、运城市市长王
清宪认为，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是相对
的、结构性的过剩。提升产品附加值、
提高深加工能力应是消化产能的关键着
力点。

同时，在煤炭产业转型发展过程中，
煤电一体化问题也愈发凸显。“山西的发
电装机容量仅排全国第八位，这与山西产
煤大省的身份不够匹配，去产能要结合区
域优势，否则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
象。”全国人大代表、太原市市长耿彦波认
为，应该加快电力体制改革，加大煤电一
体化的建设步伐。

妥善分流安置职工

产能不是孤立的事物，它的背后是一
座座工厂、一个个职工。尤其在煤炭和钢
铁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据了很大比例，历
史赋予了这些企业更多的社会职责。在
去产能的过程中，职工怎么安顿？债务如
何处置？资金又从哪里来？这一系列问
题都需要妥善解决。

“因煤而城、因钢而城”的现象普遍
存在，许多国有老煤矿、老钢厂事实上

就是一个小社会。“化解过剩产能，关了
矿，但城还在，人还在，几代人的生活
区域还在。因此，去产能必须要妥善解
决好职工安置问题以及几代人生存和生
活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同煤集
团董事长张有喜的看法引起了不少代表
的共鸣。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焦煤集团西山
煤电公司杜儿坪矿三采区掘进队一队副
队长董林说，矿工们对出路有很大顾
虑，他们没有资金、没有平台，长期在
井下工作，技能单一，没有更多本领。
他认为，“转岗分流的前提是对矿工引导
和培训，让他们有能力适应新岗位”。

“落后产能被淘汰，职工转岗也将是
必然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国资委主
任王昌说，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在去产能
的过程中，企业职工的安置方案一定要到

位，才能让职工顺利转岗。
转岗要有序推进，整个方案出来后，

还要通过企业职代会的进一步讨论，让大
家能够接受。当大家感觉有了出路，一部
分职工就会自动转岗，而另一部分职工则
可以通过培训转岗等方式，实现再就业。
王昌代表认为，“此外，由于去产能主要是
通过企业间兼并重组的方式，所以还需有
个实体安置这部分职工，因此建议尽量不
采取破产清算的方式”。

不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广大职
工吃了一颗“定心丸”。报告明确表示在
妥善安顿职工方面，中央将给予财政、金
融等方面的有力支持：在化解过剩产能的
过程中，政府要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
难行业去产能，完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
策，中央财政将安排 1000 亿元专项补助
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动真格

求实效
任九耳

张有喜代表：

用“加减乘除”施化解之策
本报记者 李 哲

河北永洋特钢是由 9 家钢铁企业减
量重组而来的一家企业。“通过减量重
组，企业产能从原来的 300多万吨压减到
现在的 240 万吨，但利润没有减少。”全国
人大代表、河北永洋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杜庆申说，在与其他 8 家钢铁企业
重组之前，他们已经砍掉两条普钢生产
线，改造了其余两条特钢生产线，新上汽
车用钢、挖掘机铲头用钢等高强度钢材
生产线。“我们新上的这些产品在全国产
量小价格高，仅永洋就占据了全国一半
以上的市场份额。”杜庆申代表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化解

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我认为，化解过
剩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
功的关键之战，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
定增长的关键所在。”杜庆申代表说。

“产能过剩行业必须抓住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机遇，主动做减法，着力去产
能。目前我们集团正在加强新产品的研
发，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杜庆申代
表建议，产能过剩的地区在提高传统产
业发展动力的同时，也要下力量培育经
济发展的新动能，以新要素新技术新模
式创造出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着力培
育和壮大新兴产业。

杜庆申代表：

以新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
本报记者 金 晶

啃下重点行业去产能“硬骨头”
本报记者 李 哲 金 晶

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杨崇勇说，当前钢铁市场低迷，正是推
进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高端化的好时机。
加快钢铁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基
础上实施一批产业升级项目，也需要在过剩产能退
出中妥善处理债权债务等问题，妥善安置下岗职工。

河北钢铁产能压减直接关系全国压减任务的完
成，而且对全国钢铁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我建议成立相关协调机构，定期组织国家相关部门
研究河北钢铁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工
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杨崇勇代表说。

当前，首钢京唐二期、石钢搬迁等 6 个项目，已
列入《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这些项目是
河北钢铁产业升级、产品上档次、产业整合重组的重
大项目，对提高钢铁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杨
崇勇代表建议，给予重点项目专项建设债券支持。

目前，河北钢铁企业申请商业银行贷款的难度
较大，很多企业资金紧张，难以实施升级改造项目。
杨崇勇代表说：“金融机构对钢铁企业贷款应区别对
待，对有利于产品结构升级和有利于开展优势产能
国际合作的项目应给予支持。”

杨崇勇代表：

加快钢铁产业结构调整
本报记者 金 晶

“‘十三五’期间，同煤集团拟关闭退
出 12 座矿井，化解产能 1255 万吨，减少
亏损 12.4 亿元，涉及人员 14873 人。”近
日，在山西代表团开放日现场，全国人大
代表、山西同煤集团董事长张有喜作出郑
重承诺。

为破好化解过剩产能的难题，同煤集
团确定了“加减乘除”的策略，以加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在张有喜代表眼中，“加”
就是突出高端化，加快传统动能改造升
级；“减”就是打组合拳，多措并举、降本增
效；“乘”就是创新驱动，释放新兴动能倍
增效应；“除”就是优胜劣汰，坚决完成去

产能的目标任务。
记者了解到，在山西煤企一片亏损的

艰难光景下，同煤的日子相对好过一些。
原因就在于煤电一体化的率先实践。“比
如同煤的塔山电厂，2014 年盈利 4.6 亿
元，2015 年盈利 4.3 亿元，每年就地消化
煤炭 365 万吨。如果把这个电厂建在广
州，每年就得增加运输成本 8 亿元，同时
在火车运输过程中还煤尘飞扬，污染环
境。”张有喜代表认为，在化解产能过剩的
过程中，煤电一体化的导向应该明确，这
样可以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实现消化产
能、减少成本、降低污染的多赢局面。

化解过剩产能是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

一。对地方来说，去产能势

必影响税收和就业；对部分

企业来说，意味着存亡；对银

行来说，则可能产生坏账问

题。改革要啃的这块“硬骨

头 ”涉 及 层 面 较 多 ，难 点

不少。

尽管如此，这块“硬骨

头”必须要啃下来，这是解决

过剩行业产品供过于求导致

不利局面的需要，更是产业

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首先，须上下同心，增强

信心。信心从我国经济发展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上来，从

化解产能过剩取得的实效中

来。尽管当前我国经济进入

“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

但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变，

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和回旋

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

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

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

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

变。四个“没有变”是我国经

济抵御外部风险、破解内部

矛盾的底部支撑，更是我国

化解过剩产能的信心来源。

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率先发力的突破口，煤炭、钢

铁等产业已取得一定成效。钢铁大省河北在“十二

五”期间已累计压减炼铁产能 3391 万吨、炼钢产能

4106 万吨。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全

国两会上明确表示，到 2020 年，河北钢铁产能将压

减到 2 亿吨以内。煤炭大省山西也明确提出，加大

煤炭、焦炭、冶金等特困行业过剩产能化解力度。山

西非煤产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已由 2010 年的

64.1%提高到 2015 年的 80.2%。全国人大代表、山西

省省长李小鹏表示，山西在“十三五”时期将做好煤

的大文章和非煤的大文章，在推进煤的清洁高效利

用的同时，推进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方式转变。

其次，须壮士断腕，下定决心。发展必须是遵循

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化解过剩产能包括严格控制

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

是我国按照经济规律作出的部署，是坚持市场倒逼，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钢铁行业利润率迅速下降，有人说“一

吨钢的利润连根冰棍也买不了”。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些钢铁企业努力求变，有了不小起色。今年全国

两会上有代表提到，一张 A4 纸厚度为 0.088 毫米，有

钢厂生产的高端面板钢厚度仅为 A4 纸的四分之

一。这种从供给出发、瞄准市场需求的高端产品，让

企业获得了新的竞争力。从追求量转为注重质，化

解过剩产能促使相关行业更加关注高附加值产品，

促使有关部门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方向已确定，关键在落实。化解过剩产能需要

动真格，需要全社会主动作为，共同努力。

3 月 11 日，人大山西代表团全体会议结束后，任武贤代表、李武章代表、郭新志代

表、韩长安代表和杨林花代表（从左至右）就能源结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问

题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 月 13 日，人大河北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全体会议。会前，祁万利代表、高宏志代表、

马誉峰代表和霍兴文代表（从左至右）就化解产能等话题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 月 13 日，人大山西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全体会

议。全国人大代表袁纯清（左一）表示，作为煤炭大

省，山西要加快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