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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红是首钢后勤部的一名员工，

在首钢工作快 20 年了，如今京津冀一体

化概念再次热炒，让她不禁想起 2005 年

第一次得知首钢生产企业要搬迁到河北

的一幕。如今看来，她觉得真不是个事，

可是那时候，搬迁就是“天大的事”。

如今，搬迁已经过去8 年了，张继红

和丈夫每周团员一次的日子也已经过去7

年了，那时候，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如今大

学快毕业了。而首钢已经在河北曹妃甸扎

下根，原来的那个首钢已经不是原来的

样子。

是惊喜？是无奈？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如今，“京津冀一体化”被纳入国家战

略体系，加上一大批行政审批权的下放，

使得“央企总部迁离北京”的言论持续发

酵。政府对北京发展和管理提出新要求。

消息称，最近中央已经明确将从首都剥

离一些非首都职能的企业，中央企业首

当其冲。而一些地方政府此时已经开始

主动与各大央企联系，欲帮其做好落户

准备。

于是，继为了奥运会搬迁曹妃甸之后，

首钢搬迁又再度成为话题。首钢宣传部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要求采访的

媒体特别多，单是采访函他们就收了十

几家媒体的，还不算后面陆续递进来的。

但是实际上真正得到答复的媒体并不多。

不是首钢不愿意出来说，而是这个搬

首钢搬迁难题
大家都以为首钢搬迁的难题是在成本和税收上，其实不然，企业发展在于人，

搬迁难的也是人。

迁的事能说的都已经说了。

首钢1919 年建厂，建国后飞速发展

成为北京的骨干国企。大烟囱和大高炉，

曾一度是首钢现代化的标志。

这个距离北京天安门仅 17公里、占

地面积将近 9 平方公里的工厂，改革

开放 30 年，钢产量从 179 万吨增加到

1219万吨，销售收入从14.43 亿元提高

到1320 亿元，累计向国家上缴利税费

576.6 亿元。

并且最令首钢人骄傲的是，首钢的

纳税额，占到北京市的 5%。2004 年，

首钢的纳税额已经占到整个石景山区的

55.4%。首钢与宝钢等钢企，共同组建了

我国钢铁产业的第一梯队，首钢也成为

北京的骄傲。

但是，随着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

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环境的重要性，作

为污染企业的首钢一下就成了众矢之的。

首钢的经济效益是明显的，但是首钢每

年产生的大量粉尘对整个北京来说，也

是一种伤害。

从“十五”规划开始，关于首钢的

治理问题就一直在讨论。随后，北京申

奥成功，首钢搬迁被正式提上日程。终

于，国家发改委于 2005 年 2月18日正

式批复，原则同意首钢实施压产、搬迁、

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方案，并同意在

河北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作为首钢搬迁的

载体。

张继红回忆，申奥成功着实让他们

高兴了一阵，但是随后得到首钢搬迁被

落实的消息，他们的兴奋劲顿时就减了

不少。“尽管大家一直都在讨论搬迁的事，

尽管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但是

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有些措手不及。”

毕竟，那是一个离北京 300 公里的地方，

是一个不能每天往返于家的地方。

之后，当别人都津津乐道奥运会的

时候，张继红和她的同事们讨论的则是

首钢搬迁的事。心里最不痛快的是张继

红的老公，因为属于生产第一线，又是

纯熟的技术骨干，所以，第一批搬迁，

他就必须过去。

“看到那里的时候，我老公的心都

凉了，那是填海建起来的地，荒凉的很。

而且一周只能回一次家，他想我和儿子。”

家不成家，成了首钢搬迁带给职工最大

的困惑。

远方的希望

从 1919 年到国家规划的 2010 年，

首钢和北京联姻近 100 年。这一百年，

首钢人花费在首钢上的心血那是用金钱

衡量不了的。

首钢新闻处处长吴建新对首钢的搬

迁曾公开对媒体说，“大搬迁并不是将现

有生产设备逐一拆除，再浩浩荡荡地搬

到河北省曹妃甸重新组装，而是首钢北

京地区产能逐年削减，和曹妃甸现代化

新厂逐年建设的‘此消彼长’。相当于在曹

妃甸重建一个‘新首钢’，这一大动作预计

将耗资 500 亿元。”

文 |《小康·财智》记者 胡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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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实际上，专家组曾做过测算，首钢

搬迁到曹妃甸，对首钢本身来说利大于

弊。因为在搬迁的过程中，淘汰的产能

不会被带走，首钢使用的很多设备还是

1919 年的。而在曹妃甸新建成的工厂，

首钢上线的都将是最先进的生产线，比

方说硅钢生产线，这条生产线是世界上

最先进的钢生产线，生产的钢可用于汽

车、变压器等产品。如果不是因为搬迁，

由于原设备的限制，硅钢生产线是很难

在首钢原址上线的。

其实，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中国钢企对海外铁矿石的需求有增无减，

对于处于内陆的首钢而言，没有港口，

不得不花费巨大代价远距离运输铁矿石。

同时，国际钢铁企业正在进行新一轮技

术革命，首钢如果一直无所作为，那么

在未来的竞争中，必将败下阵来。而曹

妃甸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深水港，这为首

钢的运输节约了不少成本。而且曹妃甸

是一张白纸，首钢在那里愿意怎么画就

怎么画。

所以说，搬迁为首钢带来的是新的

希望。首钢可以以此淘汰落后的产能，

精简人员，提高技术，提高自己在国际

上的竞争力。

首钢集团董事长朱继民也表示，搬

迁有利于首钢整体综合经济实力全面

提升。

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首钢的污染

问题就一直被人们所诟病。“十五”期间，

就有人提出要将首钢搬出北京，但是一

直没有实施。尽管搬迁被延后，但是压

缩产能却是让首钢很受伤的一件事。

为了北京的蓝天，为了北京的空气，

首钢的产能一直在压缩，钢铁的生产规

模受到很大限制。

而2005 年搬迁计划尘埃落定，首钢

根据批复，分为三个阶段对北京地区钢

铁产能进行压缩：2005 年底压缩 200万

吨钢产量；2007年底，完成压缩 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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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钢的生产能力，在北京石景山地区阶

段性地保留4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到

2010 年，石景山地区的冶炼和热轧能力

全部停产。

按国务院要求，首钢搬迁至河北曹

妃甸，在北京则保留总部、研发体系、

运营体系、三产、物流、机电制造业、

高新技术产业等，首钢的钢铁业制造部

分将从北京迁出，并非首钢整体迁出。

这让首钢的未来变得明朗起来。搬

迁，其实比较难接受的还是工人。对领

导层来说，效益提升，对首钢来说是好事，

但对工人来说，则未必是好事。

要发展还是要衰败

首钢那时候有工人家属差不多12万

人，搬迁牵涉到工人6 万人，由于新技

术的上线，新的工厂不需要那么多工人，

那么多余的工人怎么办？而要去曹妃甸的

工人，该如何做工作，如何保证他们的

福利？这都成为了首钢搬迁方案落定以

后，首钢领导层考虑的问题。

所以说，首钢的领导层也不好过。

张继红说 ：“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

能不能不去。”应该说，像首钢这样的

大型国有企业，它的职工都是世世代

代在这里工作的，对首钢有一种超乎

寻常的特殊感情。“没有人希望企业不

好。”所以，“真的当领导来和你商量，让

你背井离乡去外地工作时，心里头还

是觉得酸酸的。”

曹妃甸能和北京比吗？我去了，我的

孩子怎么办？一个个难题摆在了面前。

为了安抚工人的情绪，首钢出台了一

系列安置措施。曹妃甸新厂的生产自动

化程度高，只要数千人，对于要前往曹

妃甸的工人，在待遇上有一个明显的提

升，并且曹妃甸那边生活设施尽量完善，

保证在那边的工人的生活质量。

其余人大概有三种去向：把冷轧钢

厂迁至北京顺义区，那里会吸收一部分

职工；首钢的非钢产业，如电子、房地

产以及首钢搬迁后原址上发展起来的服

务业等，今后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

们需要招收职工；最后，对于年纪较大、

难以胜任新岗位的工人，给予一定补偿，

让他们提前退休。2007 年 7月，首钢还

成立了职工就业服务中心，帮助解决富

余人员的重新就业问题。

事实上，从安置工作开始到工作结

束，首钢花费了很大力气，但是实际上

又比想象中要小，那都是因为工人的合

作。“我们首钢这些职工，经过几代人的

奋斗，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发展，而不是

衰败。” 朱继民表示。

“我们想了想，其实搬迁对于首钢

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企业好了，我

们才能好。”张继红对记者说，“所以，去

就去吧，企业总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正是鉴于张继红夫妇这样想法的人

很多，所以首钢的搬迁进行得比较顺利。

“今天来看，当初希望企业发展的想法真

的是对了。”张继红告诉记者，自从丈夫去

了曹妃甸，虽然夫妻见面的时间少了，但

是感情却比以前更好，而且丈夫的收入

也明显比以前多，家里的生活条件得到

了明显改善。

而且每周回家，有班车接送，来回并

不麻烦。据悉，2009 年初，首钢投入运

营曹妃甸到首钢的客车 20 部，每周 20

班。线路全程不停靠中途站。每逢周末，

我们都能看到数十辆标有“首钢京唐公司”

字样的大巴奔驰在返京和返首钢新厂的

高速公路上，甚是壮观。

所以，首钢搬迁，对企业和对工人

来说，都变成了一件好事。

路越走越宽

本来，大家都以为首钢搬迁的难题

是在成本和税收上，其实如今看来，这

都不是问题。企业之本在于人，所以人

始终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难题。

成本，首钢通过贷款和合作解决了；

税收，那是政府的事，政府协商好就行，

不关首钢的事。

对首钢来说，接下来的发展才是决

定命运的发展。

今年 4月18日，北京市长王安顺来

到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的首

钢京唐公司调研，这是京津冀一体化概

念升级为国家战略后，北京市政府高层

领导首次奔赴河北调研。

调研过程中，王安顺强调，首钢要

把曹妃甸园区建设好，发挥独特的区位

和地缘优势，使之成为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形成良好的示范带

动效应。同时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在

盘活土地资源、投融资体制创新、调整

产业结构、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苦练内

功，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闯出一条国

有大型企业转型发展的新路，尽快建

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型企业

集团。

如今我们看到，在曹妃甸 30 平方公

里的厂区内，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钢铁生

产企业已经拔地而起。“绿色生产”也已

经是厂区的一大特色，生产排放的污水、

钢渣等废弃物全部循环使用；采用先进

工艺的海水淡化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

现热、电、水三联产，而且钢成品可直

接通过海运码头运达世界各地。

不仅如此，首钢和曹妃甸政府还将

联手打造经济产业园区，用于接纳此次

要搬迁出北京的企业。

而且京冀就京企外迁企业所得税等

事项也已经达成一致：京企产业基地迁

入曹妃甸产业园区，总部进北京首钢石

景山基地，其企业所得税留京。首钢在

石景山区现有的 9 平方公里土地将建成

总部经济基地，北京所有外迁企业总部

将建在该基地中，外迁企业相应产业基

地将建在曹妃甸与首钢共同建设的曹妃

甸产业园区中。

想起 2005 年 7月看着首钢 5号高炉

熄火，张继红实在想象不出，首钢居然

会迎来一个如此灿烂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