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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随着国家一系列化解产能过
剩政策措施的出台，钢铁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大幕拉开。“总体来看，我国确定 5
年化解 1 亿到 1.5 亿吨过剩钢铁产能的
目标，是综合考虑了现有钢铁产能、国内
需求、职工安置和社会稳定等多重因素
的结果，既有一定难度，又具备可行性。”
5 月 16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九届中国国
际钢铁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辛国斌表示。

本 次 大 会 主 题 为“ 再 平 衡·新 发
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武钢集团
公司董事长马国强用“去产能，控产量，
降成本，防风险，增效益”来概括今年及
未来一段时间钢铁业的工作重点。世界
钢铁协会总干事埃德温·巴松表示，世界
各国都经历过产能过剩，中国钢铁业在
这 10 年中增长迅猛，相信中国“同样有
能力通过重组应对市场挑战”。

钢铁业去产能的过程虽然痛苦，但也
是调整优化结构、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
契机。新日铁住金株式会社社长进藤孝
生介绍，日本钢铁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投资 3万亿日元用于节能环保，实现了节
能 20%的目标；在上世纪 90年代到 2012
年，又追加投资1.8万亿日元，进一步节能
10%。目前，日本钢铁业的吨钢能耗达到
了世界最先进水平。

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陈德荣指出，结
构失衡是中国钢铁业“老大难”问题，以往
矛盾虽时有暴露，但总被新一轮需求增长
所掩盖。只有在行业低迷期，才能促使行
业内部主动进行调整，解决这些不足。

鞍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唐复平表示，
既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同时还要解决
钢铁业良性发展的问题；要解决良性发
展的问题，就必须解决钢铁产业集中度
过低的问题。他建议在去产能过程中加
快兼并重组，提高集中度。

“由于前期规模过度扩张，企业过于
分散，集中度过低。在供大于求的时候，过

度竞争的恶果充分显现，导致整个行业陷
入了困境。”唐复平举例说，“十二五”规划
提出到2015年钢铁行业前10家产业集中
度达到 60%；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钢铁
产业集中度不升反降，从2010年的48.6%
降到了2015年的34.2%，成为导致行业恶
性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埃德温·巴松也认为，政府部门应及
时引导结构调整的方向，与钢铁行业协
作制定长期战略；从法规的角度确保优
秀企业能够生存下去，而不应该补贴效
率低下的企业帮助其勉强维持生产。

“中国钢铁业新一轮兼并重组的时
间窗口已经打开”，陈德荣认为，在行业
最困难的时候,兼并重组的阻力会更小，
即将展开的新一轮重组是市场化的减量
重组，通过重组出清“僵尸企业”，在规模
上要实现“1+1<2”，但在竞争力上要做
到“1+1>2”。同时，应将兼并重组与推
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结合起来，

“预计兼并重组后中国钢铁业也会出现
像安米这样亿吨级规模的航母型企业”。

陈德荣还表示，结合全球产业发展
规律和西方国家钢铁业调结构实践，中
国钢铁业调结构不是简单地去产能，而
必须和技术进步相结合，提高高附加值
产品比例，通过集约化和专业化提高生
产效率和弹性，实现供需结构的匹配。

“当前工作重点是加快智能制造发展，着
力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引领钢铁产品迈
向中高端。”辛国斌也表示。

“近期钢材价格上涨，是在过去价格
极低、极为扭曲的情况下实现的恢复性
上涨，影响钢价的不确定性因素还有很
多。”马国强认为，原材料价格已呈上涨
态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形势
日益严峻，加上容易出现供给失衡，都有
可能导致钢价非理性下跌。唐复平则担
忧，若去产能后集中度仍然偏低，即使效
果阶段性显现，一旦行业复苏，产能过剩
问题可能还会再次凸显。

“我们要贯彻落实好中央部署，把压
减过剩产能的目标和任务落实下去，确保
去产能任务顺利完成。”辛国斌强调。

解决集中度过低问题，防止落后产能死灰复燃。业内人士表示——

钢铁业新一轮兼并重组有望启动
本报记者 杜 铭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周雷报
道：在 5·17世界电信日到来之际，中国
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基础电
信运营商披露了新一轮的提速降费方案。

在提速方面，中国移动将加快 4G
网络建设，2016 年计划新增 4G 用户 2
亿 户 ， 4G 用 户 达 到 5 亿 户 ； 力 争
VoLTE 语音业务质量接近 2/3G 网络水
平，于 2016 年实现 VoLTE 高清语音
全面商用。与此同时，中国移动将全
面开展固定宽带业务运营，推进全光
网建设。打造以 50M 接入能力为主、
高质高效固定宽带网络，全国平均接
入速率达到 20M 以上。

在降费方面，中国移动计划至今年
底将提速降费 8 项举措累计覆盖客户从
2015 年底的 1.35 亿提高到超过 3 亿；进

一步将长市漫一体化的统一套餐门槛大
幅降至 18 元；下调流量标准资费并继
续实施月套餐剩余流量当月不清零服
务，覆盖全部 5.3亿流量套餐客户。

“2016 年，中国电信将大力推进光
网 建 设 和 4G 网 络 深 度 覆 盖 ， 在 IP-
TV、翼支付、物联网、互联网+、云
及大数据等五个重点领域形成聚力。”
中国电信新闻发言人表示，预计到今
年底有线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提升
至 35M 以上；持续推动单位带宽价格
和流量平均资费进一步下降。

在提速方面，首先是 4G 大提速，
在 330 个城市推出 4G+服务，网络峰值
下载速率由 150M 提升至 300M；其次
是光宽大提速，通过推广百兆宽带等
举措，力争今年底 50M、100M 及以上

速率宽带用户占比达 30%。
在降费方面，中国电信将逐步取

消移动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新用户办
理 乐 享 、 飞 Young、 易 通 卡 等 4G 套
餐 ， 均 取 消 移 动 国 内 长 途 费 和 漫 游
费；老用户可通过自愿变更套餐等方
式取消移动国内长途费和漫游费。

中国联通 2016 年提速降费工作方
案则显示，力争年底与 2015 年相比，
固定宽带单位宽带资费同比下降不低
于 15%，移动数据流量综合单价降低
不低于 15%。

中 国 联 通 提 速 举 措 主 要 有 两 个 。
移 动 宽 带 方 面 ， 拓 展 4G 网 络 用 户 规
模 。 2016 年 计 划 推 出 4G + 终 端 100
款。全年投资计划为 750 亿元。固网宽
带方面，20M 及以上用户占比从年初

的 19%提升至 50%、50M 及以上用户
占比将从 2%提升至 15%。重点城市速
率提升至 50M；其他城市将普及速率
提升至 20M。在非城区范围将普及速
率提升至 10M。

在降费方面，中国联通主要通过
下调流量标准资费、加大套餐内所含
流量、加大 4G 终端普及率，推出套餐
月费打折，推广流量放心用功能、加
大流量包的普及等手段降低资费。与
此同时，中国联通将聚焦家庭用户综
合信息服务需求，以 TV 视频业务为核
心，成立 4K 超清产业联盟，通过高码
流、高质量视频应用填充，结合下调
宽 带 接 入 产 品 资 费 、 提 升 “ 智 慧 沃
家”全业务融合套餐占比等措施，持
续降低固定宽带资费。

在世界电信日到来之际——

三家运营商公布新一轮提速降费方案

补品质短板 促供需对接

棉花产业要练好“硬功夫”
本报记者 瞿长福 李华林

日前，由中国棉花协会主办的 2016
中国棉业发展高峰论坛在湖北武汉召
开，棉纺织业共同探讨“新格局下的棉业
发展之路”。

今年是我国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改革
试点政策的第三年，从试点看，棉花价格
开始回归市场，棉农基本收益得到保障，
纺织原料成本下降，改革效果初显。但
是植棉成本居高不下、产能过剩及市场
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依然亟待解决。中
国棉花产业补品质短板、加快产业链融
合的重任迫在眉睫。

国产棉的“软肋”

“去年我国棉花种植面积是近 13 年
以来的最低值，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比
较低的一个水平。”中国棉花协会常务副
会长高芳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国家统
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棉花种
植面积 5698 万亩，比 2014 年减少 10%；
总产量 560.5 万吨，同比减产 9.3%。尽
管产量减少，储备棉库存量却达到历史
最高位，2015年度储备棉库存超过1100
万吨，几乎占全球库存量的一半。

植棉成本居高不下。据国家棉花市

场监测系统调查，2015 年内地植棉总成
本为每亩 1125 元，新疆地方手摘棉种植
总成本达每亩 2185 元。“棉花价格却以
下跌为主旋律。”高芳说，棉花种植高成
本、低收益，棉农积极性随之而降，“中国
棉花协会前不久的调查显示，今年棉农
植棉意向面积减少 11.5%”。

一方面库存高企、价格下跌，另一方
面却是有效供给不足。“好棉花缺乏、差
棉花堆积。”国产棉质量不能满足市场需
求，多年来都是下游棉纺织企业的一块
心病。我国棉花品质与具有天然优势的
澳棉、美棉相比本来就不足。近两年，棉
花质量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些关键性指
标与国外高价进口棉存在明显差距，而
国内纺织企业正面临转型升级，逐步由
生产中低端产品转向高端产品，对高品
质棉花需求不断增加，供需矛盾凸显。

主因是产不对需

棉农的棉花不好卖，而纺织企业却
“少米下锅”，产不对需正是当下我国棉
花产业的窘境。究其原因，高芳认为，一
方面与我国在过去短缺经济中形成的追
求数量产量的总量思维有关，政策引导

上一直提倡单产，以支持快速发展的纺
织工业，前几年实施的临储政策，客观上
也造成忽视棉花品质的生产格局，“在现
有条件下，质量高相应单产低，单产高质
量也会相应低，棉农怎么划算怎么来。
如果高质棉市场价低，就无法调动棉农
积极性”。

机械化程度不高也是影响国产棉花
质量的一大原因。我国棉花大部分依靠
人工采摘，化纤丝、头发等异性纤维的混
入不可避免，纺织加工时难以清除，导致
染色不均、断头等情况出现，既影响了棉
纱和布的质量，也增加了后续挑拣的成
本。“光是人工挑拣‘三丝’，每公斤棉花
就得增加 300 元至 500 元成本。”高芳介
绍，目前在新疆产棉区除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以外，其他棉花采摘几乎全靠人力，
人工采摘成本达 1 公斤 2 元，占了棉花
价格大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程国强告诉记者，目前国内棉花人工成
本占总成本的 62%，美国只有 4%。

种植成本高企，导致国产棉缺乏竞
争力。湖北银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蔡亚军说，棉花临储取消后，价格随行
就市，皮棉由 2013 年每吨 1.3 万至 1.6
万元降至目前的 1.2 万元左右，但仍然

比国外棉价每吨高出差不多 1000 元，
加工企业采购压力依然不小。

收购价格高，下游加工市场也动能
不足。由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市场需
求疲软等因素，许多棉花加工企业这几
年过上了“寒冬”，产能过剩，不少关门停
产。2015 年度，仅新疆具有资质认定的
400 型加工企业就有 815 家、1069 条生
产线，加工产能是棉花产量的近两倍。
僧多粥少，新疆棉花协会会长肖玉清说，

“企业‘吃不饱’就无法产生规模效益，为
争抢资源，不少企业混等混级收购加工，
必然又会影响质量”。

关键是品牌提升

纺织市场低迷，而消费者对产品质
量、品牌、安全性要求又不断提高，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骆琳认
为，现在需要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
适应需求的有效和中高端供给，重点是
提高棉花生产的质量和效率。

品质是我国棉花产业的短板，如何
提升品质、补齐短板？程国强认为，政策
引导至为重要。目前棉花供需错位，实
际上表明政策到了该调的时候，首要的
就是调整价格政策。

棉花目标价格改革新疆试点提供
了样本。从 2014 年开始，国家实施新
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变棉花直补
为按交易量对棉农进行补贴，让棉花价
格回归市场，既保护了棉农利益，也有
效调整了生产结构，棉花总体质量有所
提高。“过去补贴花了很多钱，但是没有
达到应有目的，反而造成国产棉进入仓
库，国外棉进入市场。现在的政策使效
能提高，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程
国强说。

推动国产棉品牌提升是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抓手。“创品牌就是实施品牌战
略，有利于破解棉花产品成本高、溢价低
的困局。”骆琳说，2010 年中国棉花协会
注册了“中国棉花”品质证明商标，通过举
办推广活动、培训、网络及媒体宣传等方
式，倡导“国产、优质、纯棉、环保”理念，追
求中国棉“硬功夫”，推动行业提质增效，
促进国产棉消费。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徐红报道：中国快递协会
副秘书长杨骏今天在向媒体介绍第四届京交会快递服务板
块主要内容时表示，自首届京交会起，快递服务板块就成为
京交会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是京交会上备受关注的热点
之一。今年的京交会上，快递分拣“机器人”将首次亮相，快
递服务签约额预计将比上届的 500亿元有较大提升。

杨骏介绍说，今年的京交会上，快递服务板块将继续举
行“快递服务展区”“中国快递行业（国际）发展大会”“快递行
业签约仪式”三大主题活动。国内外快递企业和产业上下游
企业共计20家前来参展。在引导和鼓励快递企业走绿色发
展道路方面，杨骏介绍说，中国快递协会将与多家印刷包装
企业合作，在研究推广科技环保材料和可重复利用的物流包
装容器，加强快递包装物料的循环利用、快件包装简便化等
方面加强合作，从而促进快递包装物料的规格化、标准化。

快递业成京交会热点板块
预计签约额有较大提升

本报河北廊坊 5 月 16 日电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张

洎报道：河北香河机器人产业港企业集中入驻暨太库智能
硬件加速器开业仪式今天在香河机器人产业港举行。包括
北京汇天威科技有限公司在内的十余家机器人企业在该仪
式上集中入驻产业港。

香河县政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依托临京津
的高科技优势建立了机器人产业港。该港采用PPP模式引
进华夏幸福基业进行建设管理，自2014年初创以来，基础设
施投入已经超过 10 亿元。由于环境和区位优势明显，截至
目前已经引入星和众工、硅谷创新企业 Film Power、宏远
皓轩等国内外 27 家机器人企业，涉及机器人产业链中的控
制系统、伺服电机、减速器、系统集成及示范应用等多个领
域。预计到今年底，入区企业将突破50家，投产运营将达到
30家，可实现年产值18亿元。

投产后年产值将达 18亿元

河北香河打造机器人产业港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报道：科通芯城旗下的智能硬件
平台“硬蛋”近日落户重庆两江新区。记者了解到，“硬蛋”
是智能硬件创新创业平台，提供以智能硬件供应链为核心
的服务，服务物联网领域的创新创业型小微企业乃至个人
创客。2014 年成立至今，“硬蛋”平台已经汇聚了 1 万个智
能硬件项目、8000家供应商。

“硬蛋”CMO 刘宏蛟表示，落户重庆是“硬蛋”布局西部
的开端。按照计划，“硬蛋”在未来 3 年里投资 100 亿元，落
地“硬蛋”汽车子生态，把重庆打造成为智能汽车产业基
地。此外，“硬蛋”将于重庆建立西部“智”造中心，为重庆智
能硬件创新创业公司提供以“供应链”为核心的服务，计划
引进“硬蛋”平台上的智能硬件项目以及硬件供应商，吸引
智能硬件创新创业企业落户。同时，“硬蛋”实验室将落地
重庆，为重庆创新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打造智能汽车产业基地

大规模智能硬件服务平台落户重庆

本版编辑 李 景

本报北京 5 月 16 日讯 记者许红洲报道：工业和信息
化部日前正式公布《工业节能管理办法》。《办法》自 6 月 30
日起施行。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表示，制定《办法》，完善工业
节能管理机制、措施，提升工业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工
业绿色低碳发展和转型升级，是当前工业经济实现“稳增
长、调结构、增效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履行工业节能管
理职责的迫切要求。

《办法》鼓励工业企业加强节能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
鼓励工业企业创建“绿色工厂”，开发应用智能微电网、分布
式光伏发电，发展和使用绿色清洁低碳能源。

《办法》着重对重点用能工业企业的节能管理作出了具
体要求。重点用能工业企业主要包括两类:年综合能源消
费总量 1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工业企业；省、自治区、直辖市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确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5000
吨标准煤以上不满 1万吨标准煤的工业企业。

《办法》提出，重点用能工业企业应开展能效水平对标达
标活动，争创能效“领跑者”。鼓励重点用能工业企业利用自
动化、信息化技术，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

《工业节能管理办法》6月 30日起施行

工业企业争创能效“领跑者”

5 月 16 日，历时两年建设、总投资 18 亿元、占地 600 亩

的三元河北工业园在新乐市正式投产。这标志着三元食品

为落实北京非首都城市功能疏解任务，推进京津冀三地协

同发展的首个项目落地。 贾敏杰摄

“十三五”期间，农业要推进供给

侧改革，为我国农产品行业转型升级

和结构调整带来重大机遇。本报推

出“透视农产品供给侧改革”专栏，聚

焦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营销、品

牌等全产业环节，探讨新时期我国农

产品行业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