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钢经济运行状态分析的回顾与思考

张明臣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钢铁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许多

企业生产经营举步维艰，甚至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何分析企业

面临的f目题，深入挖掘内部潜力，昂断提高竞争实力，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近年来，我国围绕提高首钢经济运行质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分析工作，为领导决策提

供了大量的咨询建议、意见，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

1．对首钢经济运行状况分析的回顾

1．1首钢现状分析

我们是95年5月份开始按月进行“首钢经济运行状况分析”的。分析之初，我们主要

抓住首钢面Ij缶的主要问题做了三次专题分析：

一是在首篇分析报告中，我们对首钢资本营运中的问题、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

首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流动比过低，二是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固

定资产比重过高，且大量资产沉淀，形成无效或低效资产，流动资产相对不足；短期负债

过大，企业支付能力下降。造成首钢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盲目追求数量扩张，投资规

模超过自身实力，个人决策失误。首钢改变上述状况，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建议压缩投

资规模，盘活存量资产，大力降低成本。这些建议被领导采纳，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

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压缩到15．7亿元，比原计划减少107亿元，当年固定资产投资15

亿元，比上年减少19．22亿元。

二是对首钢由承包制向新税制转换过程中的盈利能力状况进行分析。1995年国家继续

实行“紧缩银根”的宏观经济政策，国内钢材市场不景气，企业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效

益下滑的困难形势，然而，由于当年首钢仍实行承包制，全年的利润总额仍可达到45亿元。

此时，尽管市场经济的狂风暴雨已经向我们袭来，但不少人仍“隔江犹唱后庭花”，丝毫没

有危机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对1994年首钢的实行利润进行了剖析，指出：94年首钢

的帐面利润52亿元，给外界和首钢人的印象是首钢盈利能力很强，然而这只是一个错觉。

如果剥去首钢实行承包制及其他不可比因素的层层面纱，我们看到实际净利润只有11亿

元，接此计算的销售利润率由九大钢中的第二位降至第六位。这一态势将在96年实行新税

制中显现出来。我们的分析引起了领导的重视，给各方面敲响了警钟。

三是对首钢经济规模进行分析。1995年7～8月，我们连续两个月对首钢钢铁产品的经

济规模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共绘制各种图表20余张。首先，我们以金属流量为主

线编制出由矿到材的投入产出表。其次，对要素成本进行多项分解和还原，计算出固定费

用和变动费用表。在此基础上，计算出首钢钢铁产品盈亏平衡所对应的经济规模。更进一

步的，我4{1运用盈亏平衡永边际效益的分析方法，揭示出由于首钢主要生产环节乏阚、主

要生产环节同辅助生产环节之间生产能力的不平衡，首钢的盈亏平衡点可能存在两个，即

按照平均成本计算的盈亏平衡点和按照边际成本计算的盈亏平衡点。这提示我们，产量规

模并非越大越好。因为，随着产量的增加，尽管单位固定费用会有所降低，但下降的幅度

越来越小；而另一方面，随着产量的增加，由于生产能力不平衡而导致的外购因素不断增

加，这些外购产品和自产产品之问的累积价差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随着产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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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变动费用增加幅度大予单位固定费用降低的幅度，因而单位成本是增加的。这种情况

提示我们，首钢钢铁主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第一优先考虑生产能力的平衡，首先是矿和

材的生产能力；其次，要下工夫改善品种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增强对外购原燃料的

消化能力。当月总公司领导在我们的分析报告中作了如下批示：“此分析报告，抓住了当前

生产经营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从首钢的实际出发，如何确定最佳(最大)经济效益的

产量规模”。

1．2对首钢降低钢铁成本的潜力、途径分析 t

1995年8月分，由冶金部经研究中心牵头，在鞍钢召开了成本分析会。首钢、鞍钢、

宝钢、武钢、本钢、邯钢等六大钢对各自的产品成本进行了分析，会上还整理出各大钢产

品制造成本资料。会后，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研究。随后，在9月份的经济运行分

析报告中，我们分别对首钢的精矿粉、烧结矿、炼钢生铁、转炉钢锭、转炉连铸坯、初轧

方坯、小型圆钢、小型螺纹钢、中厚卷板、高速线材等十个产品的制造成本同各大钢进行

了对比分析，最后得出“从矿到材，各道工序按照新税制还原后增加的成本，平行向后推

移，最后工序单位成本至少要增加数百元以上，我们的成本优势荡然无存”的结论。lo月

份，我们又把首钢钢材的要素成本同国外一些著名的钢铁公司作了进一步的比较，并提出

以下结论：首钢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不能盲目乐观；人工成本低是我们的优势，但这一优

势被低效率抵消；大力降低消耗是我们的最大潜力；利息支出过高不可轻视；税负重是提

高成本竞争力的障碍。

1996年初，有人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钢铁业的景气性复苏表现出

比较乐观的态度。然而，预言没有实现。钢材市场的持续疲软加上上游产品煤、电、运等

价格的上扬。使钢铁企业腹背受故，日子愈发不好过。首铜也是如此。据有关部门测算，

原燃料涨价影响成本高达5亿元。这一年，首铜实行了新税制，利润目标是3亿元。如果

任凭上游产品涨价，首钢将陷入亏损的境地。为此，我们将经济运行分析的视线秽向了“如

何降低成本”上。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1996年1月份，我们重新审视6大钢成本资料，发现首钢炼铁工序存在三个问题。首

先，八炉原料消耗和结构不尽合理。从消耗上看，直接比较吨铁耗原料置，首钢分别比武、

宝、邯高53公斤、168公斤和17公斤。而从结构上看，首钢的熟料比高达98．25％，也远

高于武钢的83．05％，宝钢的81．52％和邯钢的83．11％。由于进口铁矿石品位同首钢使用的球

团矿品位大致相同，而价格却较后者低，如果能将熟料比降低到90％，仅此一项全年就可

降低成本近5000万元。其次，首钢的入炉焦比高达503公斤／吨，虽然在同行业中处于较

好水平，但同首钢历史最好水平比仍有很大差距。对于自产焦比例不足40％的首钢来说，

降意味着外购价格高于自产价格的焦炭的使用量相对减少，从而有利于降低生铁成本。第

三，高炉煤气回牧量，首钢同各大钢比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差距。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在1

月份的分析报告中提出了“优化入炉原料配置、大力降低入炉焦比、提高能源利用率”的

建议，得到总公司领导的肯定，并责成一位副总经理落实此事。

1996年4月份，我们对首钢l季度的盈利能力和成本费用进行了剖析。分析表明，首

钢盈利能力低的首要原因是产品附加值低，表现为钢材售价低。同宝钢、武钢、鞍钢、包

钢比较，低13％～30％。盈利能力低的第二个原因是成本费用高。我们把首钢炼铁、炼钢和

轧钢工序制造成本同各大钢进行了更为详细系统的比较，对首钢内部相关厂矿的成本也进

行了比较。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冶金产品成本的形成，绝大部分在钢以前。首钢l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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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线材制造成本中，钢以前工序转移成本占88％。而产品价值的增加主要在轧钢工序。(2)

首钢降低成本的关键和主要潜力在炼铁，其次是炼钢。(3)生产相同或相近类型产品的成

本，新厂比老厂要高，抓新厂是关键。(4)首钢不同产品之间的盈利能力有较大差距，因

此必须重视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5)首钢在降低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上都还有较大潜力。

这些建议被采纳，其中仅调整炉料结构这一项作为增利措施，从96年3月份开始实施，就

已创造经济效益逾亿元。

任何一项建议的采纳、实施，总会引起不同的看法。我们提出调整炉料结构后，有的

同志以高炉要稳定为由提出相反的主张。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如生矿在

冶炼中易产生结晶水、妨害高炉生产等。然而，既然国内外都有生矿比达到20％的先例，

首钢也一定可以实现提高生矿比的目标。经过多方努力，目前首钢的生矿比已稳定在15％

左右。提高生矿比后，对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影响如何?这个问题又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

1997年6月，我们打破时间界线，以熟料比为主要标志将其由高到低排列，列示了从

96年1月至97年3月共15个月的数据。同时相应列出生铁合格率、高炉刑用系数、入炉

焦比、喷煤比、综合焦比等5项指标。对熟料比大于90％和小于90％的各月数据作了合计。

选择上述5项指标，是为了研究熟料比变化对产品质量、生产稳定性以及燃料消耗的影响。

经排列后，我们发现：(1)熟料比对生铁合格率影响不大。熟料比降低后，合格率并未随

之降低，没有相关性，熟料比大干90％的5个月，合格率平均为99．98％，熟料比小于90％

的9个月，合格率平均为99．95％，只相差0．03％。(2)熟料比对高炉生产的影响。高炉利

用系数随着熟料比的降低呈现出稳定升高的态势。其中，熟料比大于90％的6个月中，利

用系数大于2．0的2次，占33％；而熟料比小于90％的9个月中，利用系数大于2．0的7次，

占77％。后者利用系数的平均值为2．06，比前者提高o．08。经采用回归法计算，这两项指

标的线性负相关系数为o．552。(3)熟料比同入炉焦比的关系。随着熟料比的降低，总体

上看，入炉焦比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除了96年6月份即当熟料比88．62％和97年i月份

熟料比86．32％时，入炉焦比两次违反了这一趋势外，其余13个月，入炉焦比均随着熟料

比的降低而降低。熟科比大于90％的入炉焦比月平均值为488．73公斤，而熟抖比小于90％

的月平均值为446．12公斤。相差42．61公斤。这两项指标的线性相关系数为0．893。(4)

熟料比同喷煤比的关系。随着熟料比的降低，喷媒比呈上升趋势，也呈现比较紧密的相关

关系。如96年9月、10月、97年3月，喷媒比3次突破i00公斤，都是在熟料比较低的

情况下实现的。熟料比大于90％时喷煤比的平均值为67．17公斤，小于90％时喷煤比的平均

值为91．07公斤，提高了23．9公斤／吨。这两次指标的线性负相关系数为o．804。(5)综

合焦比也呈下降趋势。其中，熟料比大于90％时，综合焦比平均值为546．44公斤，小于90％

的平均值降524．45公斤。相差21．88公斤。熟料比同综合焦比的线性相关系数为0．863，

介于入炉焦比和喷煤比之间。经分析，熟料比在85％时，各项指标比较稳定也较佳，因此

建议吃生矿比以15％9宜。

以上分析表明，优化入炉原料结构。不仅使高炉技经指标得到改善，也取得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高炉潜力已挖掘尽了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9月份，

我们在对首钢主要物料进行平衡时发现，首钢的高炉烧结矿筛下量远远大于宝、唐、本、

邯等大钢。究其原因，既有筛分能力问题，也有运输途中破损问题。在炉料资源比较紧张

的情况下，较高的返矿率，表面上看似乎是肉烂在了锅里，但实际上对企业十分不利。第

一，部分丧失了非常宝贵的生产能力。第二，增加了二次加工费用。第三，增加了生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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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四为接照纯铰量计算，烧结矿成本比进口矿低。由于首钢烧结矿具有使用量大、环节

多、运距长等特点，我们提出要结合首铜实际加强对高炉筛下量的研究和加强对大宗物料

进行全过程管理的建议。目前，首钢已同有关科研单位协作开展7减少筛下量和提高烧结

矿质量的技术攻关。

2．几点思考

两年多来，我们共完成分析报告20多篇，提出对策建议几十项，内容涉及资金、成本、

管理、能源、消耗、炉料结构、质量等多方面。在我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

中，国有企业所出现的某些问题具有普遍性，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虽然我国已提出并正

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许多方面计划经济体制长期形成的影响也依然存在，两

种新旧体制还会发生激烈碰撞。中国市场经济的帷幕虽然已经拉开，但市场经济的路漫漫

其修远兮，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结合我们的分析，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关于企业经营目标。经营目标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对生产经营活动将要取得的

成果的预期。这个冒标一经确定，就成为企业全体职工的奋斗方向，对企业组织各项经济

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并成为评价企业经营效果的重要标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把产

值产量作为经营目标，产生了种种弊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把经营目标由数量型向

效益型转变，追求利润最大化，无疑前进了一大步。但我认为也有片面性。因为在现阶段，

利润指标也有缺陷。首先，由于利润完成的好坏成为评价企业及企业领导人的重要标志，

使得利润本身所固有的缺点暴露出来。虚拟化的成本(如少提或多提折旧等)导致虚拟化

的利润，相应产生了所谓虚盈实亏(为政缋)或虚亏实盈(为逃税)。其次，不同行业之间、

同一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利润失去可比性。企业坐标感不强，难以确定自己在市场竞争中

的位置。其三，不能全面反映企业新创造的全部价值和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也不能反映企

业资本运营的质量和效益。我认为可以在用增加值取代利润(或至少企业对增加值有充分

认识的基础上使用利润指标)，建立由几个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作为企业经济目标。增加值

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最终成果。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家、企

业、职工个人各个利益主体的分配关系。按照分配法计算，企业增加值包括税费、利息、

工资福利、折旧(含大修)、净利润、技术开发费、医疗保险房改的各项统筹。不同的利益

主体关心增加值构成的不同方面。努力提高增加值，是各个利益主体的共同目标；增加值

提高了，可以同时满足各个利益主体之闻的分配关系。另外，从增加值构成来看，它们之

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也就挤掉了水分。以增加值为主体，可以考虑设立三个方面的

指标。一是反映出效益的指标，包括“增加值”和“净现金流入量”；二是反映产出总体效

益的指标，包括“资金(全部)增加值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三是反映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的指标，可选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第二，关于决策。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这句话说明了决策的重要性。决策失误，

可以使用企业遭受灭顶之灾；而决策正确，又可以使企业峰回路转、起死回生、走向辉煌。

企业抓降低成本固然重要，然而我认为如何解决好“决策‘的问题更为重要。因为一项操

作的失误，它的影响是局部的短暂的。而决策的失误，会造成企业环环相扣紧密联着的链

条的断裂，因而往往是全局性的、深远的。今天首钢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前些年决策失误造成的。比如，到处扩张重组导致首钢人员过剩，背上了沉重的

包袱；乱铺摊子上项目使首钢债台高筑，形成诸多不疑资产，而冶金企业不兑资产一旦形

成就很难活亿；盲目扩大生产规模造成主要生产环节之间、主要生产环节和辅助生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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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问能力失衡等。造成首钢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就是：决策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重大决

策缺乏科学化民主亿；没有确立以资本运营为中心的管理体制。

第三，关于资本运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提高资本运营的意识和质量是摆在企

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过去，我们往往比较重视在产供销领域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措

施，而常常忽略了通过提高企业资本运营的质量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目前，许多企业

之所以出现亏损、陷入困境，问题并非出在产供销领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运营出现

了偏差。如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利息负担，利息成为吞食企业利润的“罪

魁祸首“。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国外企业比较，虽然我国许多国有企业的资产负

债率并不算高，但负担却沉重的多。因为，国外特别是日本的贷款利率远比中国要低得多。

近年来国家为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数次降息，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真正获得降息带来的

好处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象某些人所言立即见效。因为企业必须靠增加赢利或减少

投入来偿还、减少或置换贷款后，才能得到降息的实惠，这需要时问。加强资本运营，我

认为，首先要注重对企业内部各种资本运营指标的分析，如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

比率。负债构成，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等。其次，要注意各

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及对企业的影响，如利率、税率、汇率等。最后，要把对产供销的分析

以实物分析为主转向以价值分析为主，建立以资本运营为中心的预算管理体制。

第四，关于经济运行分析。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态是市场竞争不可违逆的

法则。企业要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主动并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做到知已知彼。

相形之下，知彼要更难一些。而知彼又是企业找准坐标、看清自己在市场竞争中所处位置

的重要条件。如果说我们在近两年的分析中有所收获的话，那么，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

是我们抓住了“知彼“——横向对比这个武器，不断剖析首钢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和劣
势，进而改进我们的工作。两年来，首铜的妒料结构、入炉焦比、转炉炉龄等有了很大改

善，应当说这同我们的分析和建议是不无关系的。而我们的分析中有80％以上都离不开横

向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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