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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2_A2_E4_B8_8E_E6_c33_40351.htm 宝钢集团与新疆八一

钢铁集团１１日在北京正式签署战略联盟框架协议。这是中

国钢铁业横跨东西部的一次重大整合举动，最终目标是八钢

整体进入宝钢。业内人士说，中国钢铁业的结构调整正在深

度与广度上求得突破。 根据协议，新疆八钢将依托宝钢先进

的文化理念和成熟的管理目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实现企

业战略目标。宝钢则利用八钢的区位特点，充分发挥在技术

、人才、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优势，扩大在新疆乃至西北市

场的覆盖面。来源：考试大 据分析，宝钢与八钢的战略结盟

，将凭借八钢处在亚欧大陆桥、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

位置，开发中亚国家丰富的资源和钢材消费市场，延伸发展

领域，寻求更多的发展机遇。 此次“宝钢八钢联盟”采取“

由浅入深”的方式推进。根据双方协议，目前具体着手的合

作内容包括：员工培训、备件资材的采购、钢铁原燃料的共

同开发、市场拓展和在板材生产技术和研发上的合作等。据

透露，此次结盟的最终目标是八钢整体进入宝钢。 双方高层

在签约后表示，将建立工作推进机制，成立联合工作组和专

题小组，加强信息沟通。双方高层将定期互访，不断推进战

略合作的深化发展。 宝钢是中国国内以高档板材为主导产品

的最大现代化钢铁企业，去年产钢２２７３万吨，全球排名

第６位。八钢作为新疆最大钢铁企业，拥有丰富的煤、铁矿

等资源条件，区位优势独特，现有产钢能力３００万吨，产

品以建筑钢材为主。目前八钢３００万吨板材新项目正在建



设之中。 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家发改委负责人表示，中国钢铁

业联合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国家正式颁布的钢铁产业发展

政策也对产业整合和结构调整作出了明确的要求。此次宝钢

与八钢战略联盟关系的确立，是落实产业政策的一大举措，

也为东西部钢铁企业的跨地区合作迈出关键的一步。 中国钢

铁产业资源整合变局成型 宝钢集团横跨东西之遥，如此神速

地与新疆最大的钢铁企业八一钢铁集团“牵手”，既在市场

预料之中、又在市场预料之外。１１日，双方正式在北京签

署战略联盟框架协议，其最终目标是八钢以整体资产进入宝

钢集团。 此举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它是在国内钢材市场回

暖，跨国钢铁并购资本轮番进入中国市场的背景下出现的。

同时又是在鞍本、新唐钢、武钢柳钢等一系列钢铁业重大整

合举措陆续浮出水面之后的又一次突破之举。业内人士表示

，中国钢铁业渐渐表现出来的区域整合、跨板块整合和中外

整合力量彼此“竞逐”等现象表明，这个行业以资源整合为

主线的“变局”正在逐渐成型。 市场“回暖风”未让整合止

步 今年春节以后，国内钢材市场出现了一股“回暖风”。板

材价格出现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最大涨幅，螺纹钢等建筑

钢材的价格也出现了止跌走稳的趋向。 在这股“回暖风”渐

渐吹拂的时候，就有业内人士表示担忧，市场走出“严寒”

之后，中国钢铁业认准的唯一“出路”结构调整是否会就此

“止步”？市场形势好了，钢价涨了，库存降低了，经销商

又回头了，钢厂日子好过了，随之而来企业就会产生一种“

自我扩张”的“本能”，企业之间整合的内在动力就会降低

，重组成本就会升高。 上海“我的钢铁”咨询机构专家贾良

群说，结构调整这个钢铁业的基本战略，其实自上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就已为业内所认可。但是这条主线不时被或长

或短的市场上升期所打断。 在去年下半年因产能过剩而导致

的钢价大幅下滑之后，结构调整再次成为钢铁业公认的“光

明前景”，并在国家最新颁布的钢铁产业政策中明确下来。

目前市场再次出现变动因素，宝钢八钢“联盟”恰在此时出

台，似乎预示着中国钢铁业的联合重组之路比过去更加成熟

。 市场也在变得成熟。不少市场人士都在呼吁防止过度的市

场“炒作”，认清钢铁业总体产能过剩的基本格局未变。国

家发改委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相关人士也在不同场合表示，

中国钢铁业淘汰落后产能，实施资源整合的计划将予以切实

的落实。 中外整合力量成竞逐之势 此次宝钢、八钢联盟出台

之前，市场传闻跨国钢铁巨头米塔尔曾与八钢进行过“接触

”。市场人士在评论“八宝联盟”的消息时，都涉及了这一

层跨国并购的背景。 国内某大型钢厂一位资深战略研究人员

几年前就向记者表示，跨国钢铁巨头向中国市场的渗透已出

现明显战略转变，即由单纯的钢材贸易转向了投资并购，而

且是从相对薄弱的市场区域和相对可行的企业层次入手，逐

步实施其战略计划。 世界钢铁巨头米塔尔受让华菱３６．６

７％的股权，成为外资对中国钢铁业跨国并购一个新的“里

程碑”。欧洲阿塞洛公司收购莱钢３８．４％的股权，也已

尘埃落定。据传，包钢、昆钢等中型钢厂，也已进入外资并

购的视线。曾有评论认为，在国内一片“钢铁业产能过剩，

总体趋向微利”的声浪中，外资似乎越来越看好中国钢铁业

的发展前途。 跨国并购看来正在激发国内钢铁企业之间整合

的动力。鞍钢与本钢的联合已经挂牌；武钢、鄂钢与柳钢的

整合也已“水落石出”；新唐钢集团已正式成立；首钢结合



搬迁实施的重组也在进行之中；宝钢在与马钢和八钢结盟后

，下一步正在酝酿与济钢和包钢的合作事宜。 根据中国的钢

铁产业政策，国内钢铁业的结构调整并未排斥外资，但有两

个基本条件：一是原则上不能控股；二是要有先进的技术。

国内钢铁优势企业虽然在联合重组中具有本土优势，但跨地

域的税收安排等难点也有待进一步突破。今后，内外资在中

国钢铁业重组中的竞争局面将进一步展开。 能否结束“轮回

” 记者曾与宝钢集团总经理徐乐江作过一次交谈。他认为，

中国钢铁业如果不走好结构调整这条路，“几年一个轮回”

就不可避免。 这个“轮回”的意思就是：从“市场高烧”到

“盲目扩张”，再到“极度深寒”，如此循环往复。其根子

就是产业集中度低，市场自我调节能力差，投资过度而且分

散。 ２００２年钢铁业新一轮上升期初显之时，业内一片乐

观，认为至少到２０１０年钢铁业将获得长期的高速发展，

需求支撑之强劲不同以往。但是很快，这种长期发展就被“

短期透支”，在短短的３年后，全国年钢产量迅速从２亿吨

级突破至３亿吨级，相当部分钢品价格接近生产成本线。“

轮回”又来了。 但是此次“轮回”却也传出了不少积极的信

号。国家相关部门明确表示，产能过剩不失为一个难得的“

机遇”，有利于行业的结构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

巴曙松也在一次研讨会上说，结构调整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

主要特征。 此间多家钢铁研究机构人士表示，中国钢铁的区

域核心企业已经较为明确，宝钢、首钢、武钢、鞍钢、新唐

钢等钢铁集团正在发挥行业重组的核心作用。而且跨区域的

整合也在进行。武钢与柳钢已实现中部与南部的联手，将在

广西防城港建立大型钢厂。此次宝钢又与八钢实现了东部与



西部的“牵手”，拓展十分有潜力的西北钢铁市场。 上海一

位“老钢铁”说得很形象：“中国钢铁业只有认认真真地把

冬天过好，才能有持续温暖的春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