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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是世界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世纪。在科技进步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 ,世界钢铁

生产的规模 、地区格局与原材料供应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进入 21世纪 , 世界钢铁工业将在高

科技的推动 、原材料供给与产品销售的激烈竞争 、以及环境容量的制约下 , 进入新的结构调整和

发展时期。未来世界钢铁工业将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为主;生产体制从注重产量向环境友好转

化;市场竞争将加速跨国公司全球资本重组。我国钢铁工业在今后 20至 30年内仍有较大发展

空间 , 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与跨国公司的并购重组 , 将推动我国钢铁工业布局进一步接近市

场 , 向沿海或大都市周边地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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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世界钢铁工业发展回顾

1. 1　世界钢铁产量大幅增长

　　20世纪是世界钢铁工业

大发 展 的世 纪
[ 1, 2]

。 1900

年 ,世界钢产量 2850万吨;

1936年世界钢产量超过 1亿

吨 (1. 24亿吨);1950年突破

2亿吨 (2. 107亿吨)。此后

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钢材

的需求旺盛 ,推动全球钢铁

产量持续增长 , 2000年全球

粗钢产量达 8. 47亿吨 。

纵观 20世纪世界钢铁

工业的发展历程 , 可以分为

三个明显的阶段 (图 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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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是 20世纪前半叶 ,世界钢铁工业在波动中增长。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期间全

球性的经济危机 ,使钢铁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全球钢铁产量由 1942年的 1. 62亿吨下降

到 1946年的 1. 11亿吨。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 20世纪 70年代末 ,这一时期

是世界钢铁产量持续快速增长时期 , 1974年全球钢铁产量已突破 7亿吨 。 1973年开始的第

一次世界能源危机 ,使钢铁工业受到严重影响 ,钢产量从 7亿吨下降到 6. 4亿吨;之后钢产

量一直在 7亿吨左右徘徊 , 80年代初的第二次能源危机使全球钢产量再度下降到 6. 4亿

吨 。第三阶段始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世界钢铁工业经过调整改造 ,在 90年代中期以后

再次进入快速增长的局面 。

1. 2　主要产钢国位序明显变化

作为国家基础产业部门的钢铁工业 ,曾被视为是一个国家总体实力的象征 ,因为强大的

工业经济实力 ,有赖于钢铁工业向制造业提供装备和材料
[ 6]
。 19世纪 90年代以前 ,英国是

世界最大的产钢国 , 1885年英国钢产量 390万吨 ,美国 170万吨。但到 1890年美国的钢产

量达 430万吨 ,超过英国(360万吨 )。此后一直到 1970年的八十年间 ,美国钢铁生产一直

位居全球首位。二次大战中 ,苏联的钢铁工业受到严重破坏 。 1953年 ,当美国年产 1亿吨

钢时 ,苏联的钢产量 3800万吨;到 1971年苏联的钢产量 (12063万吨)首次超过美国 (10926

万吨),成为世界第一位的钢铁生产大国。苏联解体以后 ,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 ,

1991年日本钢产量达 10965万吨 。 1996年中国钢产量首次突破 1亿吨 ,成为世界第一钢铁

生产大国 ,至今已连续 8年保持世界钢铁生产 “王冠 ”地位 。由于钢铁工业同一个国家的经

济 、政治和安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所以历来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扶植和资助。特别是在二

战后 ,高速发展的钢铁工业更带有深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 。 “冷战 ”结束后 ,全球钢铁工业

生产的区域格局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1. 3　国际钢铁工业原料供应基地位移

铁矿石是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材料 ,其数量 、质量和分布状况对钢铁工业的发展和布

局有很大影响。世界铁矿石出口基地由北半球转移到南半球 ,这是战后世界钢铁工业区域

格局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
[ 7]
。二战前 ,法国是世界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 , 1938年输出铁矿

石 1540万吨;其次为瑞典 ,出口铁矿石 1280万吨。二战后到 1950年代初期 ,世界铁矿石出
表 1　近 10年来世界铁矿石出口的区域格局

年份
铁矿石出口量(万吨) 占世界的比重(%)

世界 南美洲 非洲 大洋洲 非洲 南美洲 大洋洲 合计

1993 39918 13333. 7 2907. 5 11255. 9 7. 3 33. 4 28. 2 68. 9

1994 43467. 4 14886. 9 2998. 3 12056. 4 6. 9 34. 2 27. 7 68. 9

1995 45978. 2 15408. 9 3346. 1 13153. 9 7. 3 33. 5 28. 6 69. 4

1996 44689. 6 15026 3124. 9 12998. 8 7. 0 33. 6 29. 1 69. 7

1997 48133. 5 16050. 5 3251. 9 14785 6. 8 33. 3 30. 7 70. 8

1998 46328. 2 16299 3359. 5 13774. 7 7. 3 35. 2 29. 7 72. 2

1999 44251. 4 15677 3213. 8 14072 7. 3 35. 4 31. 8 74. 5

2000 49914 17692 3246. 6 15893. 1 6. 5 35. 4 31. 8 73. 8

2001 49608. 6 17301. 7 3361. 3 15786. 4 6. 8 34. 9 31. 8 73. 5

2002 51167. 2 18739. 3 3476. 4 16649. 3 6. 8 36. 6 32. 5 76. 0

　　数据来源:参考文献 [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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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基地仍在北半球。 1956年加拿大出口量达 1820万吨 ,居世界首位;其次为瑞典(1750万

吨 ),法国退居第三位 (1440万吨 )。同年巴西仅出口铁矿石 250万吨 ,澳大利亚只能自给 。

自 1950年代后期以来 ,随着勘探 、采矿 、选矿技术和运输技术的进步 ,南半球各大洲相继发

现了许多大型铁矿 ,并迅速投入工业开发;加上发达国家钢铁工业原料资源日益枯竭 ,寻求

新的世界市场 ,向南半球国家投资 ,使南半球成为世界钢铁工业的重要原料供应基地 。近年

铁矿石年出口量都在 3亿吨以上 ,占全球铁矿石出口量的 75%以上(表 1)。

2　21世纪世界钢铁工业发展趋势

2. 1　钢铁工业生产形成新的区域竞争格局

与 20世纪不同的是 , 21世纪钢铁工业发展的重点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先期工业化

国家如美 、英 、法 、日均是在进入工业化过程后钢产量迅速增长 ,并保持若干年高峰期 。当基

础设施建设完成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 ,钢产量下降并进入稳定期 (图 2)。美 、日 、英 、法等

国的钢铁产量分别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趋于稳定。因此未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

化国家将成为世界钢铁生产增长的主力。近几年全球钢铁生产的增长已经明显地表现出这

种趋势 。与 1999年相比 , 2003年全球钢产量增加了 1. 57亿吨 ,其中中国 、印度 、巴西和韩

国钢产量增加了 1. 15亿吨 ,占全球钢铁产量增量的 73. 4%。 2003年是全球钢产量最高的

图 2　美 、日 、英 、法历年钢铁产量(1880 - 2003)

　　数据来源:参考文献 [ 3 - 5] 。

一年 ,达到 9. 62亿吨 ,比 2002年增长了 6. 6%。世界钢产量跃上这样一个新的水平 ,主要是

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钢铁工业的快速增长实现的。如果扣除中国的钢产量 ,世界钢产量仅

增长 3%
[ 8]
。由于中国钢铁消费需求的增长 ,也带动了日本 、韩国 、印度 、俄罗斯和乌克兰等

国家钢铁生产的增长 。

2. 2　钢铁工业生产体制从注重产量向环境友好转化

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 ,世界钢铁工业主要致力于规模和产量。自 1973年石油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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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以来 , 人们意识到必须从单纯追求规模和数量转向提高质量 、降低消耗 ,同时发达国家的

钢铁工业开始改变从前以规模经济为标志的大量生产体制 ,高能耗 、低附加价值的钢铁工业

发展势头骤减 ,钢铁厂家不再新增高炉 ,而转向缩减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与品种 。近 10

多年来 ,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广 ,钢铁工业生产面临新的压力 。

未来钢铁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 ,缩短流程 、降低消耗和成本 、减少污染 、提高效率 ,

淘汰传统工艺 ,开发新的工艺流程 ,使钢铁工业彻底摆脱粗放型的生产模式。因此 , 21世纪

世界钢铁工业企业的命题将是提高钢厂的市场竞争力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 2]
。

2. 3　钢铁企业全球重组与结构调整加速

20世纪世界钢铁工业是科技进步 、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快速发展的。进入 21世纪 ,世界

经济的特点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合作的加速发展 。为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要

求 ,世界钢铁工业的改组 、改造和重组的步伐也在加快 。因此 21世纪的世界钢铁工业将在

高科技的推动 、原材料供给与产品销售的激烈竞争 、以及环境容量的制约下 ,进入新的结构

调整和发展时期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全球钢铁工业进入了战略同盟时代 ,加快实施大

公司 、大集团战略 ,通过并购形成的钢铁巨头不断出现。如当今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阿塞勒

(A rcelor)集团公司 ,正是由法国于齐诺尔 、卢森堡阿尔贝德及西班牙的阿塞雷利亚三大世

界级钢铁公司组建而成。 2003年阿塞勒集团钢产量达 4278万吨。

发达国家在钢产量达到历史顶峰以后 ,国内市场需求一直处于稳定状态 ,故而转向在发

展中国家寻找新的利润空间。近年来 ,钢铁工业这一长期以来被认为是 “全球化 ”程度较低

的产业 ,也在全球范围内的加快了资本重组的步伐。特别是亚洲地区以其巨大的钢铁消费

潜力 ,吸引跨国公司争相到此投资 。如 2003年 ,澳大利亚最大的钢铁生产商 BLUESCOPE

钢铁公司相继投资于中国 、泰国和越南 ,投资额达 6. 2亿澳元 。韩 、日钢铁界也激烈地争占

中国和印度市场 。 2004年 ,韩国浦项制铁投资 84亿美元 ,在印度建设年产 1000万吨的炼

钢厂。

3　对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影响

3. 1　我国钢铁工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近 10年来 ,我国钢铁工业实现了飞速发展 , 2003年钢产量达 2. 2亿吨 ,成为世界上第

一个钢产量突破 2亿吨的国家 。中国钢产量占全球钢产量的比重也由 1949年的 0. 1%、

1980年的 5. 3%迅速提高到 2003年的 23. 5%(图 3)。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 ,我国钢铁

工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美 、日 、英 、法四国 1955年 - 2002年历年人均 GDP与钢铁产量

的拟合曲线表明 ,人均 GDP在 4000 - 10000美元时 ,国家的钢铁产量达峰值(图 4),同时这

一时期也是钢的消费强度最大的时期 (图 5)。

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 ,今后 20 - 30年内 ,我国工业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在

此期间 ,国民经济各工业部门 ,如汽车 、建筑机械 、工程机械 、家电 、计算机 、电子元件 、食品加

工设备等快速增长 ,以及交通运输 、电力设备 、石油 、水利建设 、环保和食品加工业的高速发

展 ,都将对钢铁的需求保持较高的消费强度。钢铁行业的产量也必须同步增长甚至应适当

超前发展 ,才能保证满足国民经济对钢材的需求 ,否则将会出现因供不应求而造成对国民经

济发展形成新的 “瓶颈”,或出现钢材大量进口的局面。因此 ,至少要到 2020年前后 ,也就

是说要到我国工业化基本实现后钢的产量才会趋向于稳定增长。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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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参考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钢的消费量 ,并考虑到今后钢产品代用材料生产技术的进步 ,

预测今后我国钢的消费总量峰值将达 4亿吨左右 ,之后会稳定在 3亿吨左右 (表 2)。

图 3　美 、日 、英 、法历年人均 GDP与全国钢产量拟合曲线(1955 - 2002)

　　数据来源:参考文献 [ 3 - 5] 。

图 4　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钢的消费强度(1964 -1979年)

　　数据来源:参考文献 [ 3] 。

表 2　中国钢的需求量预测

年份 总人口(亿)① 人均粗钢消费量(千克) 全国钢需求量(亿吨)

2010 13. 8 200 2. 76

2020 14. 7 250 3. 67

2030 15. 2 250 3. 8

2030年以后 16. 0 200 3. 2

　　①人口预测数字来源于国家计生委的预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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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钢铁工业跨国公司将加大对中国钢铁企业的资本重组

进入 21世纪以来 ,世界钢铁巨头正通过合资办厂及产品出口等多种途径 ,加快直接进
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尤其是瞄准中国高端钢铁产品市场:一是板材 ,如汽车板 、家电板 (镀

锌 、彩涂)、锅炉板 、桥梁板 、不锈板和管线板等;二是线棒材 ,如汽车用的齿轮钢 、轴承钢 、弹

簧钢 、阀门钢等合金钢棒材及高清洁度的线材(如钢帘线用线材 、斜拉桥 、悬索桥用高强镀

锌钢丝 、高强罗栓等);三是型材 ,主要是 H型钢和高速铁路用钢轨
[ 8]
。利益驱动与用户需

求驱动的有机结合 ,将促使全球众多知名钢铁公司加快向这些领域渗透。作为钢铁产业重

要用户的汽车行业 ,近年快速进入中国市场 ,跨国汽车生产企业与重要钢铁企业已形成了较

为稳定的供销关系 ,进入中国市场的汽车企业要求原料本地化供应 ,使得世界钢铁企业也把
投资重点转向中国。目前 ,一批跨国公司已先后与国内钢铁生产企业签订合资 、合作协议 。

2003年底 ,全球最大的钢铁制造商阿塞勒(A rce lo r)决定在中国投入 1亿欧元 ,与中国的宝

钢和日本的新日本制铁 (N ippon S tee l)共同在上海兴建一座新的钢铁厂;欧洲第二大钢铁

制造商蒂森克虏伯 (ThyssenK rupp)将对中国的几家钢铁加工厂投资 1. 2亿欧元 ,用于生产

汽车车身的薄钢板及其它特殊形式的钢材
[ 9]
。日本 JFE公司也正式公布了在中国广东投

资 1000亿日元建立高炉炼钢厂的计划 。

3. 3　国内钢铁企业空间布局将进一步发生变化
近年来 ,中国钢铁工

业的布局已经明显地从

内陆资源指向型转向沿

海消费指向型布局 。我

国钢铁工业的空间格局

演变是各种区位要素

(市场需求 、原料供给 、

技术进步 、企业的市场分
割行为 、以及产业政策 、

地域政策等 )综合作用

的结果
[ 10]
。改革开放初

期国家在上海兴建宝钢 ,

建立远离煤 、铁资源而靠

近沿海的市场型钢铁基

地 ,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的
地区结构变化的一个转

折点。改革开放以后 ,东

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和繁荣 ,推动了钢铁消费量的快速增长 ,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也发

生了相应的变迁 -中国产钢的重点增长区处于东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钢厂的分布越

来越靠近市场 、靠近国际资源(如图 6)。 2003年 ,沿海 12省区钢产量达 1. 4亿吨 ,占全国钢

产量的 63%。今后随着钢铁生产原料来源地与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 ,我国钢铁工业生产布

局将会进一步面向国内外市场 ,向沿海或大都市区周边布局 。

4　结语

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发展 ,使我国钢铁工业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所不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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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经受着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挑战 。依照目前全球经济走

势 ,中国市场对钢铁产品需求将持续增长 ,这对包括中国钢铁工业在内的全球钢铁业是一个
较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对钢铁原料供应和冶金物流业等支撑条件带来严峻考验。未来应

加强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支撑条件研究 ,如铁矿资源 、煤炭资源 、水资源的保证程度以及环

境保护因素对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影响;制定长期稳定的钢铁原料供应战略 ,建立强大的冶

金物流体系;同时 ,应借国际企业重组之机 ,合理调配产能 、优化产品结构 ,重点发展高质

量 、高附加值的产品 ,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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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 of theW orld Steel Industry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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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20th century w as the fast- development centu ry fo r the w orld stee l industry. In

the past cen tury, the remarkable change had taken place in material supply, sca le, and regional

struc ture in the w orld steel indust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the 21st cen tury, the w orld steel

industry enters a new period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w hich high - tech developmen t, material

supply and interna tiona l competition w ill play a mo re importan t ro le. In the fu ture, develop ing

countries w ill be the ma in g row th sources for w orld steel industries;the production sy stem w ill

sh ift from scale system to an environmenta l friend ly w ay;and inte rnationa lma rke t competition w ill

accelerate the g lobal capita l recombination bymu ltina tiona l co rporations. In China, the chang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 tiona lmarket demands w ill push fast developmen t o f the stee l industry in 20

to 30 years in the future. M eanwhile, loca tion of the steel firm sw ill be fu rthe r centralized to the

coasta l reg ions orme tropolitan surrounding a reas.

Key words:steel industry;in ternationalmarke 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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