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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产量增长机制的解析及 2000—2007 年
我国钢产量增长过快原因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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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沈阳 １１０８１９）

［摘要］　分两步解析钢产量的增长机制，首先在若干假设条件下提出了钢产量增长的基准模式，其主要特点
是钢产量与 ＧＤＰ同步增长，分析了基准模式下的钢产量、在役钢量、ＧＤＰ以及它们的年增长率；然后讨论偏离
基准模式的各种可能性，及其对钢产量增速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得到了钢产量年增长率的基本计算式。 分
析了偏离基准模式对单位 ＧＤＰ钢产量的影响。 在对钢产量增长机制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广泛联系全社会发
生的各种现象，提出使我国钢产量增速远远超过 ＧＤＰ增速的 １６种现象，提出在宏观调控工作中，要区别对待
这些现象。 从中、日、美三国单位 ＧＤＰ钢产量数据对比可见，我国降低单位 ＧＤＰ钢产量的空间很大。 文章为
我国钢铁行业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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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

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
钢产量增长机制，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与钢

产量增长有关的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相互作用的过程

和方式。
研究钢产量增长机制很重要，因为只要把机制

研究清楚了，就不愁搞不清其中的问题何在，不愁提
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国钢产量增长很快、很难
驾驭，所以研究钢产量增长机制，显得更为重要。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出现了钢产量增长过快
问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间，钢产量年均增长率高达
２１．１ ％，比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高出了十个百分点以
上

［１，２］ 。 其结果是，在 ＧＤＰ 翻一番的同时，钢产量翻
了近两番。

钢产量增长过快，带来的问题很多，主要是钢铁
行业的能耗、物耗、污染物排放量以及投资等都随之

增长过快；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更是同步增
长。 这些问题，对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建设，极其不利。

那么，为什么我国的钢产量在那段时间里增长
得那么快？ 主要原因是哪些？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
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然而，这是一个必须回答
的重大问题。 笔者的看法是，为了明确地回答这个
问题，一定要从理论上搞清楚钢产量与各种经济社
会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这就是笔者为
什么研究钢产量增长机制的缘由。

文章的主要任务是对钢产量增长机制进行必要

的解析和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我
国钢产量增长过快的原因，为今后钢产量的宏观调
控提供理论依据。
2　钢产量增长机制的解析

本节将分两步对钢产量增长机制进行必要的解

析。 第一步是对基准模式下钢产量增长机制进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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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所谓基准模式，是在若干简化条件下构思出来
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钢产量与
ＧＤＰ 同步增长。 第二步是研究偏离基准模式对钢
产量及其年增长率的影响，对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的影
响。
2．1　基准模式下钢产量增长机制的解析

基准模式符合下列 ６ 个简化条件：ａ．钢产量呈
指数增长，且其年增长率不随时间变化；ｂ．钢铁工
业每年生产的钢，都在这一年就全部进入各种钢产
品中，成为在役钢；这里所说的钢产品，泛指各种含
有钢的工业产品，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固定资产和消
费品等；ｃ．钢产品的平均寿命较长，且没有提前退
役的；ｄ．不考虑进、出口贸易；ｅ．不考虑与经济增
长关联较小的其他方面的发展；ｆ．不考虑经济结构
调整和技术进步。

以下各小节将对基准模式下的几个主要参数分

别进行解析和讨论。 这些参数是：钢产量、在役钢
量、ＧＤＰ 和它们各自的年增长率，以及单位 ＧＤＰ 钢
产量和单位 ＧＤＰ 在役钢量。
２．１．１　基准模式下的钢产量及其年增长率

钢产量是指单位时间内的粗钢产量，其中包括
连铸坯、钢锭和钢铸件等。

在基准模式下，钢产量呈指数增长，且其年增长
率不随时间而变。 因此式（１）适用于钢产量增长过
程中任何相邻的两年。

Pτ ×（１ ＋p） ＝Pτ＋１ （１）
式（１）中： Pτ， Pτ＋１ 分别为第τ年和第 （τ＋１） 年的
钢产量； p 为钢产量年增长率，它长期保持不变。
２．１．２　基准模式下的在役钢量及其年增长率

在役钢量是指正在服役中的各种钢产品所含钢

量之和。
假设钢产品寿命为 ２０ 年，那么，在基准模式下，

第 τ年的在役钢量必等于从第 （τ－１９） 年到第τ年
的 ２０ 年间钢产量之和

即　 Sτ ＝Pτ ＋Pτ－１ ＋Pτ－２ ＋…… ＋Pτ－１９
式中： Sτ为第 τ年的在役钢量； Pτ，Pτ－１ ，Pτ－２，

…，Pτ－１９ 分别为第τ年、第 （τ－１） 年、第 （τ－２） 年
…第 （τ－１９） 年的钢产量；

再设第 （τ－２０） 年的钢产量为 P０ ，则上式可
改写为：

Sτ ＝P０ ×［（１ ＋p） ２０ ＋（１ ＋p） １９ ＋
（１ ＋p） １８ ＋…… ＋（１ ＋p） １ ］ （２）

式（２）中：P０ 为第 （τ－２０） 年的钢产量； p为钢产量

的年增长率。
式（２）是在基准模式下第 τ年在役钢量的定义

式。
图 １ 是第 τ年在役钢量与各年钢产量之间的关

系图。 图中横坐标是钢的生产年份，纵坐标是钢产
量；ＡＢＣＤ 四边形面积代表第 τ年的在役钢量。

若在式（２）等号两侧同乘以（１ ＋p），则得
Sτ ×（１ ＋p） ＝P０ ×［（１ ＋p） ２１ ＋

（１ ＋p） ２０ ＋（１ ＋p） １９ ＋
…… ＋（１ ＋p） ２ ］

因为上式等号右侧就是第 （τ＋１） 年的在役钢
量，所以

Sτ ×（１ ＋p） ＝Sτ＋１ （３）
式（３）适用于钢产量增长过程中任何相邻的两

年。
由此可见，在基准模式下，在役钢年增长率与钢

产量年增长率相等。

图 1　第τ年在役钢量与各年钢产量
Fig．1　Steel products in use and
steel production in the year τ

２．１．３　基准模式下的 ＧＤＰ值及其年增长率
根据上述基准模式的第 ４，５，６ 三个假设条件，

可认为单位在役钢量产生的 ＧＤＰ 值保持不变。
第 τ年的 ＧＤＰ值等于

Gτ ＝Sτ ×H （４）
式（４）中： Gτ为第 τ年的 ＧＤＰ 值；H 为单位在役钢
量产生的 ＧＤＰ 值。

此外，在式（３）等号两侧同乘以 H，则得
Sτ ×H ×（１ ＋p） ＝Sτ＋１ ×H

又因　　 Sτ ×H ＝Gτ； Sτ＋１ ×H ＝Gτ＋１

所以 Gτ ×（１ ＋p） ＝Gτ＋１ （５）
式（５）适用于钢产量增长过程中任何相邻的两年。

由此可见，在基准模式下，ＧＤＰ 年增长率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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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年增长率相等。
综上所述，因式（１）、式（３）、式（５）三式同时成

立，故钢产量、在役钢量和 ＧＤＰ 三者同步（同速）增
长。 例如，设钢产量年增长率为 ９ ％，则在役钢量、
ＧＤＰ 的年增长率都是 ９ ％。 这是基准模式的一个
重要特点。
２．１．４　基准模式下的单位 ＧＤＰ钢产量和单位 ＧＤＰ
在役钢量

单位 ＧＤＰ钢产量，是指钢产量与 ＧＤＰ 的比值。
式（６．１），式 （６．２）分别是基准模式下第τ年、第
（τ＋１）年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的定义式：

Tτ ＝Pτ
Gτ

（６．１）

Tτ＋１ ＝Pτ＋１
Gτ＋１

（６．２）
式（６．１），（６．２）中： Tτ， Tτ＋１ 分别为基准模式下第

τ年、第 （τ＋１） 年单位 ＧＤＰ钢产量。
联立式（１）与式（５），得

Pτ
Gτ

＝Pτ＋１
Gτ＋１

考虑到式（６．１）、式（６．２），上式可改写为
Tτ ＝Tτ＋１ （７）

式（７）适用于钢产量增长过程中任何相邻的两年。
由此可见，在基准模式下，在钢产量增长过程

中，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保持不变。
单位 ＧＤＰ在役钢量，是指在役钢量与 ＧＤＰ 的

比值。 式（８．１），式（８．２）分别是基准模式下第 τ
年、第 （τ＋１） 年单位 ＧＤＰ 在役钢量的定义式：

Qτ ＝SτGτ
（８．１）

Qτ＋１ ＝Sτ＋１Gτ＋１
（８．２）

式（８．１），（８．２）中： Qτ， Qτ＋１ 分别为基准模式下第

τ年、第 （τ＋１） 年单位 ＧＤＰ在役钢量。
联立式（３）与式（５），得

Sτ
Gτ

＝Sτ＋１
Gτ＋１

考虑到式（８．１）、式（８．２），上式可改写为
Qτ ＝Qτ＋１ （９）

式（９）适用于钢产量增长过程中任何相邻的两年。
由此可见，在基准模式下，在钢产量增长过程

中，单位 ＧＤＰ 在役钢量保持不变。
综上所述，在基准模式下，在钢产量增长过程

中，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单位 ＧＤＰ 在役钢量均分别保

持不变，虽然它们二者在数值上大不相同。 这是基
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2．2　偏离基准模式对钢产量及其年增长率的影响

本节将提出偏离基准模式的各种可能，说明它
们对钢产量及其年增长率有何影响。
２．２．１　钢产品平均寿命偏低

图 ２ 是以图 １ 为基础的，其中 ＡＢＣＤ 这块面积
代表基准模式下第 τ年在役钢量。 在钢产品寿命偏
低，不到 ２０ 年，好比只有 １８ 年的情况下，为了使第
τ年在役钢量保持原值不变，就必须把钢产量年增
长率由 p 提高到 p’，钢产量由 Pτ提高到 P′τ。

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第 τ年在役钢的是 Ａ’ Ｂ’
ＣＤ’四边形面积，而不是原来的 ＡＢＣＤ 那块面积了，
但这两块面积必相等，因为这是保证 ＧＤＰ 年增长率
不变的物质基础。 可见，为了弥补钢产品寿命偏低，
付出的代价是钢产量上升，钢产量年增长率高于
ＧＤＰ年增长率。

图 2　钢产品寿命不到 20年
Fig．2　Life －span of steel products

less than twenty years

２．２．２　部分在役钢提前退役
图 ３ 的基础仍是图 １，但是第 τ年的部分在役

钢提前退役（见图中小方块）。 为此必须提高这一
年的钢产量，以补足缺失的在役钢量 （见图中箭
头），以保证这一年的 ＧＤＰ 值。 这样，钢产量由 Pτ
增至 P′τ，而且（ P′τ －Ｐτ）必与提前退役的在役钢
量相等。 这样，第 τ年的在役钢量才能保持原值不
变。

如果每年都有类似现象发生，而且提前退役钢
量与钢产量之比保持不变，那么钢产量及其年增长
率都将相应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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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部分在役钢提前退役
Fig．3　Some steel products in
use retire ahead of schedule

２．２．３　在役钢中有一部分是无效的
无效的在役钢，是指这些钢虽然在役，但对

GDP 的产生或社会发展不起任何作用。 如果每年
的钢产量中都有一部分成为无效在役钢，那么为了
保证 GDP 的增长和社会发展，就只能每年多生产一
些钢作为替补。 结果是钢产量增大，钢产量的增速
等均相应增大。
２．２．４　进出口贸易对钢产量的影响

进口的钢材、钢坯和钢产品，是国内在役钢的组
成部分。 而出口钢则不同，它只对国内钢产量有影
响，而与在役钢量无关。 因此，出口钢量的逐年增
加，只会加大钢产量的增速，而对在役钢量并无补
益。
２．２．５　兴办与经济增长关联较少的其他事业对钢
产量的影响

民生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科教文卫事业以
及军队现代化建设等事业，与 GDP 的增长并无直接
关联，但却十分重要。 这些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步伐
加快了，所以钢产量也随之加大。
２．２．６　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对钢产量的影
响

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技术水平，能增大单位钢产
品的 GDP 产生量，从而降低对钢的需求量。 因此，
如果在基准模式的基础上，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来，
那么第 τ年的钢产量将从 Pτ降为 P′τ，钢产量年增
长率也将从 p 降为 p’。 在役钢量将从图上的 ＡＢＣＤ
缩小为 ＡＢ’ＣＤ，见图 ４。
２．２．７　钢产量增速的综述

由以上对钢产量增长机制的解析可见，钢产量
年增长率决定于以下 ３ 方面的因素：ａ．基准模式下

图 4　考虑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Fig．4　Considering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

的钢产量年增长率，即 GDP年增长率；b．偏离基准
模式的第 １ ～５ 种现象对钢产量年增长率上升的影
响；ｃ．偏离基准模式的第 ６ 种现象对钢产量年增长
率下降的影响。

钢产量年增长率的计算式可写成如下形式：
p′＝g ＋（Δp１ －Δp２ ） （１０）

式（１０）中：p′为偏离基准模式情况下的钢产量年增
长率；g 为 ＧＤＰ 年增长率；△p１ 为偏离基准模式的
第 １ ～５ 种现象使钢产量年增长率上升的百分数；
△p２ 为偏离基准模式的第 ６ 种现象使钢产量年增
长率下降的百分数。

式（１０）是钢产量年增长率的基本计算式。
例如，设某年 ＧＤＰ年增长率为 １０ ％，偏离基准

模式第 １ ～５ 种现象使钢产量年增长率上升 ５ 个百
分点，而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使之下降 １ 个百分点，
则该年钢产量增长率等于

P′＝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１４
当然，如果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那么对此计

算结果还可作进一步修正。
2．3　偏离基准模式对单位 GDP 钢产量的影响

在偏离基准模式情况下，式（６．１），式（６．２）改
写为

Tτ＝P′τGτ
（１１．１）

T′τ＋１ ＝
P′τ＋１
Gτ ＋ １

（１１．２）
式（１１．１），（１１．２）中：T′τ，T′τ ＋ １分别为在偏离基准

模式情况下第 τ年、第 （τ＋１） 年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
上两式中仍用 Gτ和 Gτ＋１ 分别代表第 τ年、第

（τ＋１） 年的 ＧＤＰ 值，是因为偏离基准模式并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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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各年度的 ＧＤＰ 值。
因 P′τ＋１ ＝P′τ ×（１ ＋p′） （１２．１）

Gτ＋１ ＝Gτ ×（１ ＋g） （１２．２）
式（１２．１），（１２．２）中：p′为偏离基准模式情况

下钢产量年增长率。
式（１２．２）中仍用 g 代表 ＧＤＰ年增长率，是因为

偏离基准模式并不影响 g 值。
将式（１２．１），式（１２．２）代入式（１１．２），并考虑

到式（１１．１），得
T′τ＋１ ＝T′τ ×１ ＋p′

１ ＋g
再将式（１０）代入上式，化简后得

T′τ＋１ ＝T′τ ×（１ ＋Δp１ －Δp２
１ ＋g ） （１３）

式（１３）是偏离基准模式情况下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的
计算式。 可见， T′τ与 T′τ＋１ 之间的关系，有以下 ３ 种
可能：ａ．若Δp１ ＝Δp２ ，则 T′τ＋１ ＝Tτ′，即 T值保持
不变；ｂ．若Δp１ ＞Δp２ ，则 T′τ＋１ ＞Tτ′，即 T值逐年
上升；ｃ．若 Δp１ ＜Δp２ ，则 T′τ＋１ ＜Tτ′，即 T 值逐年
下降。
2．4　讨论

设某国 ＧＤＰ 年增长率长期以来一直是 ９ ％，某
年的 ＧＤＰ 为 ５ 万亿元，钢产量为 ４ ０００ ×１０４ ｔ。 按
以下两种情况：（１）基准模式；（２）偏离基准模式使
钢产量年增长率比 ９ ％高出两个百分点，则 ２０ 年后
该国的 ＧＤＰ，钢产量和单位 ＧＤＰ钢产量的计算结果
如下：

（１）基准模式：２０ 年后 ＧＤＰ 为 ２８．０２ 万亿元，
钢产量为 ２．２４ ×１０８ ｔ，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为 ８０ ｋｇ／万
元 ＧＤＰ；

（２）偏离基准模式：２０ 年后 ＧＤＰ 与情况（１）相
同，即 ２８．０２ 万亿元，钢产量为 ３．２２ ×１０８ ｔ，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为 １１４ ｋｇ／万元 ＧＤＰ。

以上各项计算结果见表 １，钢产量变化曲线见
图 ５。

表 1　计算结果
Table 1　Calculating results

情况

第 ２０ 年数据
ＧＤＰ ／
万亿元

钢产量

／×１０８ ｔ
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

（ ｋｇ ／万元 －１ ）
基准模式 ２８．０２ ２．２４ ８０

偏离基准模式 ２８．０２ ３．２２ １１４

总之，两种情况下，钢产量年增长率虽然只相差
两个百分点，但 ２０ 年后钢产量却相差约 １ ×１０８ ｔ。

这就是指数增长的奇妙之处──一个数字增长率的
微小差别，会演变成大得出乎意料的数字差别。

图 5　钢产量计算结果
Fig．5　Calculating results of steel output

3　2000—2007年我国钢产量增长过快的原因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 我 国 钢 产 量 年 均 增 长 率

（２１．１ ％）比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１０．０４ ％）高出十个
百分点以上。 在 ７ 年间，钢产量翻了近两番。 这种
情况实属罕见。 本节将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探索。

其实，按照钢产量增长机制，利用式（１０），比较
容易说清楚这个问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我国钢产量
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一是式（１０）等号右侧的 g 值
较大，二是（△p１—△p２ ）值也较大，二者相加，使等
号左侧的 p 值就更大。 这就是钢产量增长过快原因
的两个方面。

照理，对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必要进行深入
讨论，然而文章将集中讨论影响△p１ 值的各主要因
素，因为这方面值得讨论的问题最多。

纵观与钢产量增长有关的各种经济社会活动，
笔者认为，下列 １６ 种现象对△p１ 值的影响最为显
著：ａ．拆迁房屋；ｂ．豆腐渣工程；ｃ．烂尾工程；ｄ．废置
的违规建设项目；ｅ．事故损毁的固定资产；ｆ．天灾损
毁的固定资产；ｇ．淘汰落后产能；ｈ．形象工程；ｉ．政
绩工程；ｊ．过剩产能；ｋ．空置房；ｌ．超标建筑；ｍ．部分
钢制品寿命偏短；ｎ．重化工业；ｏ．出口钢；ｐ．民生工
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科教文卫事业以及军队现代
化建设等。

其中，第 １ ～７ 项是“在役钢提前退役”现象；第
８ ～１２ 项是“无效在役钢”的来源；第 １３ ～１６ 项的内
涵都很清晰，不必解释。

需要说明，笔者虽然初步认定上列 １６ 种现象是
影响△p１ 值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现有条件下，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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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定量地说明其中各种现象每年发生的体量

（规模）有多大。 一方面，这是因为在公开的统计资
料里基本上找不到与此有关的数据。 另一方面，是
因为这些现象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如果
从头收集数据，那无异于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普查工
作，绝非少数几个人就能办到的。

但是，笔者从一些公开的报导和零星的信息，清

楚地感觉得到这些现象绝非“小打小闹”、无关大
局，对于这些现象是绝对不可以视而不见的。 现举
例如下：

（１）拆迁房屋
以沈阳市为例，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拆迁面积如表 ２

所示
［ ３］ 。

表 2　沈阳市拆迁面积
Table 2　Removing and rebuilding area of Shenyang City ×１０ ４ ｍ２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住宅拆迁 １２２．５ ５９．４ ６６．５ １３５．５ ８０．２ １６３．８ １４６ ２５９．３ ５０．７
非住宅拆迁 ４３．６ ３８．８ ６２．１ ６９．４ ７３．４ １２３．７ １１３．５ ２３６．３ ５１．６

注：数据来源 ：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内部资料 ；国家统计局．沈阳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即，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住宅和非住宅累计拆迁面
积分别为 １ ０８０ ×１０４ ｍ２

和 ８１２ ×１０４ ｍ２ ，分别占同
期建成的住宅和非住宅面积（分别为 ７ ６１５ ×１０４ ｍ２

和 ８ ９５０ ×１０４ ｍ２ ）的 １１ ％和 ９ ％。
（２）商品房空置率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全国城镇商品房累计空置量

约为 ４ 亿多平方米，占累计施工面积 ２５ ×１０８ ｍ２
的

１６ ％［４］ 。
（３）过剩生产力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我国粗钢产能达到 ６．６ ×１０８ ｔ，

超出实际需求约 １ ×１０８ ｔ，即 １７．９ ％［５］ 。
（４）钢材进出口量

表 3　中国钢材进出口量［6］

Table 3　Imported and exported of rolled steel in China［6］ ×１０ ４ ｔ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进口量 １ ５９６ １ ７２２ ２ ４４９ ３ ７１７ ２ ９３０ ２ ５８２ １ ５８１ １ ６８７
出口量 ６２１ ４７４ ５４６ ６９６ １ ４２３ ２ ０２５ ４ ３０１ ６ ２６５
净出口量 －９７６ －１ ２４８ －１ ９０３ －３ ０２１ －１ ５０７ －５３０ ２ ７２０ ４ ５７８

　　即，２００７ 年钢材出口量是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０ 倍，占
钢产量的 １２ ％以上。

（５）淘汰落后生产力（“十一五”时期） ［７］

电力：５ ０００ ×１０４ ｋＷ ；水泥：２５ ０００ ×１０４ ｔ；炼
铁：１０ ０００ ×１０４ ｔ ；玻璃：３ ０００ 万箱；炼钢：５ ５００ ×
１０４ ｔ； 造纸：６５０ ×１０４ ｔ；电解铝：６５ ×１０４ ｔ；酒精：１６０
×１０４ ｔ；铁合金：４００ ×１０４ ｔ；味精：２０ ×１０４ ｔ；电石：
２００ ×１０４ ｔ；柠檬酸：８ ×１０４ ｔ；焦炭：８ ０００ ×１０４ ｔ。

以上数据，虽然只是星星点点，但足以说明这些
现象的体量是相当巨大的，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果把它们的影响叠加起来，那么它们的“合力”就
更非同小可。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系统地、全面
地收集数据，而且要把收集到的所有数据都折算成
钢量。 例如，若每平方米商品房平均用钢 ５０ ｋｇ，则

前述 ４ ×１０８ ｍ２
空置房应折算成 ２ ０００ ×１０４ ｔ 钢；若

一座百万吨钢厂用钢 ８ ×１０４ ｔ，则前述 １ ×１０８ ｔ 过剩
粗钢产能应折算成 ８００ ×１０４ ｔ钢，等等。
4　讨论
4．1　上节中列出的偏离基准模式的 16 种现象，

虽然都是使钢产量过快增长的重要原因，
但情况各异，要区别对待

　　豆腐渣工程、烂尾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违
章建设项目以及超标建筑等，必须坚决杜绝。 对此，
中央早已三令五申，态度十分坚决。

近些年来，房屋拆迁之风很盛，而且愈演愈烈。
许多可以继续安全使用的房屋，已经或将要被拆除。
这种无序状态，必须迅速扭转。

天灾造成财产损失，难于完全避免；事故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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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多数情况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努力的方向应
是：减少天灾造成的损失和降低事故的发生率。

淘汰落后产能，是在还历史旧账，是提升工业部
门水平的重要措施，是中央的既定方针，正在大力推
进。 这虽然对钢产量的增速有影响，但必须下决心
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

有些工业产品寿命偏低，假冒伪劣产品寿命更
低，甚至无法使用。 这种情况，要逐步扭转。

少量的空置房、过剩产能是难免的，但现在的问
题是它们的体量十分巨大，必须给予重视，使它们逐
步降低。

重化工业的步伐加快，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由
之路。

关于出口钢量问题，笔者的看法是：我国钢铁产
品的进出口保持基本平衡，少量出口，是合理的选
择。

民生工程、生态环保工程、科教文卫事业以及军
队现代化建设等，对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有重要意
义，非但不可削弱，反而要适当加快步伐。
4．2　力争缩小钢产量增速与 GDP 增速之间

的差值

　　在工业化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期，钢产量年
均增长率比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稍高一些，是正常的，
是普遍规律。 例如，美国、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
钢产量年均增长率只比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高出 １．５
至 ２．５ 个百分点，见图 ６ 和图 ７ ［２，８ ～１０］ 。

图 6　美国 1935—1955年 GDP和钢产量的变化曲线
Fig．6　Variation of GDP and steel outpu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5—1955

现假设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间，我国 g＝０．１０，△p１ －
△p２ ＝０．０３，则 ２００７ 年的钢产量 P２００７为

P２００７ ＝P２０００ ×（１ ＋p′） ７

式中：P２００７，P２０００分别为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０ 年我国
的钢产量；p′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间钢产量年均增长
率。

图 7　日本 1960—1970年 GDP和钢产量的变化曲线
Fig．7　Variation of GDP and steel
output in Japan in 1960—1970

将式（１０）代入上式，得
P２００７ ＝P２０００ ×［１ ＋g ＋（Δp１ －Δp２）］ ７

若　g ＝０．１０，Δp１ －Δp２ ＝０．０３，
P２０００ ＝１．２９ ×１０８

则　 P２００７ ＝１．２９ ×１０８ ×（１ ＋０．１０ ＋０．０３） ７

＝１．２９ ×１０８ ×（１ ＋０．１３） ７

＝３．０４ ×１０８

即 ２００７ 年的钢产量为 ３．０４ ×１０８ ｔ，与该年我国
实际钢产量（４．９ ×１０８ ｔ）相比，降低 １．８６ ×１０８ ｔ，即
降低 ３８ ％。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
情况下，钢铁行业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量，都会随之降低 ３８ ％，而我国 ＧＤＰ 的增长值基本
上仍保持不变。 无疑，此乃钢铁行业节能、降耗、减
排之良策也。

但是，为此必须使（△p１ －△p２ ）值从十个百分
点以上降低为三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必须按文章
４．１ 节所说的“区别对待”等原则，在原有基础上，大
幅度缩减对△p１ 值有影响的各种现象的体量，同时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力度。

以上计算和讨论，虽然是针对已经过去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是“马后炮”，但是，可从中吸取经验
教训，把今后的钢产量调控工作做得更好。
4．3　力争大幅度降低我国单位 GDP 钢产量

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T 值），是在国民经济发展过
程中，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指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间，随着钢产量超常快速增长，
我国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一路快速攀升，７ 年间从
１３０．５升至 ２５４．４ ｋｇ／万元［ １，２］ 。 这种情况很不正常，
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例如，国内外媒体时有报
导，说我国 ＧＤＰ 只占世界的百分之几，而钢产量却
占世界的 ３０ ％左右等。 这种情况必须逐步扭转。
今后的任务是力争大幅度降低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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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降低单位 ＧＤＰ钢产量的可能性问题
表 ４ ～表 ６ 分别是中国、日本、美国在钢产量高

速增长时期，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的历史数据，其中以
美元 计 的 ＧＤＰ 值 是 按 ２０００ 年 不 变 价 折 算
的

［１，２，８ ～１０］ 。

相比之下，我国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是当年日本、
美国的 ３ ～４ 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的
数据也是日本、美国的 １．５ ～２ 倍。 从中可见，我国
降低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的空间有多大。 大幅度降低
单位 ＧＤＰ钢产量是完全可能的。

　　 表 4　中国 2000—2007年单位 GDP钢产量
Table 4　Steel output per unit GDP in China in 2000—2007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单位 ＧＤＰ ｋｇ ／万元 １３０．５ １４２．２ １５６．８ １７３．８ ２００．８ ２２７．１ ２４２．６ ２５４．４
钢产量 ｋｇ ／万美元 １ ０７２．２ １ １６８．２ １ ２８７．９ １ ４２７．４ １ ６４９．６ １ ８６９．１ ２ ００３．４ ２ ０９０

表 5　日本 1960—1970年单位 GDP钢产量
Table 5　Steel output per unit GDP

in Japan in 1960—1970 ｋｇ ／万美元
年份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０

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 ３３１．４ ３３８ ４０３．１ ４１３．４ ４６１．５ ５１７

表 6　美国 1935—1955年单位 GDP钢产量
Table 6　Steel output per unit GDP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5—1955 ｋｇ ／万美元

年份 １９３５ １９４０
（二战期 ） １９４５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５

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

３６１．２ ７５４．３ ４０４．８ ４９４ ４７９

（２）关于降低单位 ＧＤＰ钢产量的途径问题
在 ＧＤＰ 增速一定的条件下，降低单位 ＧＤＰ 钢

产量的主要途径，一要降低式（１０）等号右侧的△p１
值，二要增大△p２ 值，详细内容见文章第 ３ 节。

（３）关于钢产量与 ＧＤＰ“脱钩”问题
笔者的研究工作表明，钢产量与 ＧＤＰ“脱钩”的

条件是
［ １１，１２］ ：

t ＝tk ＝ g
１ ＋g （１４）

式（１４）中：g 为 ＧＤＰ 年增长率； t 为单位 ＧＤＰ 钢产
量年下降率；tk 为其临界值。

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若 t ＝tｋ，则钢产量保持
原值不变，即与 ＧＤＰ“脱钩”；若 t＜tｋ，则钢产量逐年
上升；若 t＞tｋ，则钢产量逐年下降。

若我国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g＝０．０８，则按式（９）
计算可知 tk ＝０．０７４ １，即 ７．４１ ％；若 g ＝０．０９，则 tk
＝０．０８２ ６，即 ８．２６ ％。 这就是说，今后若干年内，
如果我国 ＧＤＰ每年增长 ８ ％ ～９ ％，那么要使我国钢
产量基本稳定，就必须使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每年下降
８ ％左右。 如果达不到这个百分数，钢产量仍将上升。

若干年后，我国的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应降为

１００ ｋｇ／万元左右。
（４）关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已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已降到 １００ ～２００ ｋｇ／万美元［２，８ ～１０］ 。 由此可
见，我国今后更长远的目标是把单位 ＧＤＰ 钢产量降
到很低的程度，例如降到 ５０ ｋｇ ／万元以下。
5　结语

文章按整体论思想，对钢产量增长机制进行了
必要的解析，对我国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钢产量增长过快
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就相关的几个问题做了
简略的讨论。 希望文章对我国今后钢产量的调控工
作和钢铁产业节能、降耗、减排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能
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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