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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原材

料产业，是制造业的基础，对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过去一

段时间，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钢铁产品价格长期低位波动，钢铁行业

受资源、能源制约和环境负荷约束严

重，不少钢铁企业负债沉重、经营困难

等矛盾突出。近年来，全球许多国家包

括钢铁过剩产能全球论坛成员国，为解

决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积极努力。

中国采取切实有效行动，持续推进钢铁

行业供给侧改革，化解钢铁过剩产能，

为2016年以来全球钢铁行业的持续向

好起到了积极作用。钢铁产能过剩问

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问题，集体

应对”，需要有关各国以建设性姿态相

互理解、认同，达成更多发展共识。本

文旨在解析美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

和现状以及中美钢铁产业的关系，寻求

更广泛更深入的应对全球钢铁产能过

剩问题、推动全球钢铁产业进一步发展

的做法和共识。

钢铁产量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

美国钢铁产量受经济影响波动

较大。

美国钢铁工业经过百余年的发展，

其钢铁产量受经济、战争等外部环境影

响较大。1973年~1974年的第一次石

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上涨，导致50％

以上以石油为能源的美国钢铁企业关

闭。同时，美国的消费需求不断萎缩，钢

铁生产成本上升较快，设备改造滞后，加

之日本、西欧等钢铁工业国竞争力的不

断提升，冲击美国市场，导致一些企业破

产倒闭，产业竞争力逐渐丧失，美国钢铁

工业达到拐点。此后，美国钢铁产量和

消费量开始呈波动下行趋势。

1979年~1982年的第二次世界能

源危机使得美国钢铁工业再次受到重

创，钢铁产量猛跌到1982年的6766万

吨，产能利用率大幅跌至历史最低点

48.4%。此后，随着经济的慢慢复苏，在

消费需求的带动下，以及生产效率的提

高，钢铁产量渐渐回升，产能利用率最

高回升至2004年的94.6%。2008年~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钢铁产量

大幅下跌至5820万吨，创历史新低，但

在消费需求和产能的支撑下，很快又恢

复到 7000 万吨~8000 万吨的水平，

2016年美国钢铁产量为7850万吨，产

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

尽管美国钢铁产量波动较大，但其

钢铁产能从1986年开始却变化不大，

1987年~1996年的10年间产能保持在

1亿多吨的水平，1997年产能恢复到1.1

亿吨左右，并一直保持至今。可以说，

稳定的钢铁产能给了美国钢铁产量足

够的波动空间。(见图1)

环保和能源压力倒逼美国钢铁工

业转型。

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环境法治

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环保立法进入高峰

期，社会环保意识增强，钢铁工业作为

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行业面临日益

增大的环保压力。其中在废气排放、废

水排放、固体废弃物处理、噪音污染等

方面制定有明确的法律标准，而环境污

染意味着严重的法律后果。

在此环保背景下，美国钢铁工业发

生如下变化：首先，钢铁工业加大环保

设施投资，钢铁工业建设资金约15%用

于环境保护工程，依据法律采用最佳实

用技术或最佳可用技术，满足环保标准

要求。其次，减少在高炉—转炉长流程

工艺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方面的投资，

转而发展更加环保的电炉短流程工艺

或MiniMill钢厂。当然，这与当时的能

源危机导致能源成本上升，长流程企业

失去能源成本优势有一定关系。再次，

在钢铁产业布局方面，为避免污染源的

过于集中，后续钢铁投资不再扩建原有钢

铁基地，转而选择更有利于污染物扩散

的开阔地建设新的钢铁工业区，如美国

20世纪50年代钢铁工业主要集中于5大

湖地区，20世纪70年代逐步向西部太平

洋沿岸和南部转移，尽管这主要发生在

美国工业转移的大背景之下，但环保要

求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生产效率提高导致钢铁从业人员

数量减少。

20世纪60年代氧气转炉的出现，

20世纪70年代超高功率供电及其相关

技术得到开发，20世纪80年代初期LF

（炉外精炼）及EBT技术（偏心底出钢）开

发成功使电炉冶炼+在线二次精炼+连铸

的现代电炉流程得以实现。1989年美国

纽柯的EAF-CSP生产线开发成功，电

炉短流程炼钢开始蓬勃发展，并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长流程钢铁产量的下降。

由于技术的进步，尤其转炉、电炉

逐步取代平炉，连铸比提升，连轧设备

投入，使得美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从1980年的平均每吨成品钢10.1个人

工时到2016年每吨2.0个人工时，提高

了5倍。因此，美国产量并没有因为20

世纪80年代的化解产能而大幅下降，相

反还有小幅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

导致美国钢铁行业就业人数降低的主

要原因之一。（1980年至今美国钢铁劳

动生产率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

下游需求低迷导致钢铁产量下降。

每一次危机的爆发均对美国下游

用钢需求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造成行

业发货量明显下降，并导致钢铁产量大

幅下滑。（建筑业、制造业和汽车行业3大

主要耗钢行业发货量如图3所示）

以建筑业为例，在石油危机和经济

不景气背景下，以及美国工业化的基本

完成，建筑钢材消费开始减少，甚至在

有些非工业项目中的建筑放弃了使用

钢结构，选择新型替代材料。建筑业钢

材发货量于1982年达历史低点，相对于

1974年下降比例高达50%，此时的钢铁

产量为1973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后，随

着当时以建筑钢材为主营产品的Min-

iMill钢厂的兴起，其建筑钢材以其独有

的成本优势迅速抢占市场，并带动钢铁

产量快速提升。到2000年前后，发货量

超过了1800万吨，2003年~2005年间

高达2160万吨。在2007年次贷危机和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经过短暂

的下挫后，又继续呈增长趋势，但钢铁

产量仍然于2009年再创新低。

产能落后和成本高企影响美国钢

铁竞争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钢铁工业

的空前繁荣使得大小钢铁厂没有在钢

铁设备更新换代上投入过多。按1978

年的美元不变价计算，1969 年~1978

年，美国钢铁工业的资本支出每年平均

为29亿美元，而之前10年为每年32亿

美元。1978年美国钢铁相关设备使用

超过30年的占12.5％，25年以上的占

20.4％，20年的占33.3％。

此外，能源危机和钢铁生产的能源

密集特点导致钢铁总成本上涨速度快

于工业价格。1978年炼钢的能源成本

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4倍，自石油禁

运以来，这一增长率超过了80％。

1979年~1982年二次能源危机爆发

后，钢铁工业的大萧条带来的巨额财政损

失，造成现代化和更新设备难以为继，产能

利用率大幅降低。至此，美国钢铁工业不

得不开始一段长达10年的去产能过程。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的经

济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把重心转

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财政的亏损和

产业的转移造成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下降，设备的更新和维护出现滞后，

最终变成落后产能。设备投入和更新有

限，效率的简单提高难以抵消急速增长

的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的单位成本。

因此，高成本成为美国钢铁业的最

大“杀手”，成本过高造成价格居高不

下，产品失去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钢铁进出口折射竞争力

产业竞争力丧失使美国成为钢铁

净进口国。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钢铁企

业国际竞争力已经开始下降，美国钢铁

企业生产成本高、生产技术路线落后、

产业政策调整执行力弱等，严重影响了

美国钢铁业竞争力。而美国政府对钢

铁业的各种直接补贴和优惠政策也是

造成美国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竞争力下

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7年之后美国钢材贸易由净出

口转变为净进口，钢材进口占世界钢材

贸易量的比重逐渐上升，出口占比增长

缓慢。尤其是1978年，钢铁进口量猛增

至 2110 万吨，占国内市场的比例由

1973年间的13%增加到18.1%。

随着美国经济战略的重心变化，钢

铁竞争力进一步丧失，1995年开始，美

国消费需求和钢铁供应缺口逐渐拉大，

对进口的依赖性也随之逐渐加强。

1995年~2007年间，年均钢材进口量为

3060万吨；2007年，在次贷危机的影响

下，钢材进口已出现明显下滑，2009年

进口量跌至谷底的1534万吨；在消费需

求的带动下很快恢复增长，2010年~

2016年间，钢材年均进口量约为3200

万吨。（1960年以来美国钢材净进口情

况如图4所示）

美国进口钢材主要品种钢坯半成

品和薄板带，这两者约占进口总量的

50%，其次为厚板和钢管等。钢坯的大

量进口说明美国本土炼钢成本不具备优

势。大量薄板带进口主要服务于汽车和

家电等行业，说明高端产品供应不足和

成本优势不明显，所以尽管美国钢铁产

能过剩，但因自身缺乏竞争力，每年仍需

进口3000多万吨钢来满足消费需求。

钢铁进口来源国多，美中钢铁贸易

往来较弱。

近年来，美国钢材进口主要来自加

拿大、巴西、韩国、墨西哥、土耳其、日

本、俄罗斯。其中来自加拿大的进口量

最大，8年来第1名的地位始终没有动

摇，占比在20%以上。中国在2008年

和2009年位列美国钢材进口国家排名

前3名，2008年占比高达15.1%，2010

年以后，美国从中国进口钢材量逐年下

降，2016年创历史新低，排名位次退出

了前10名，位列第11位，占总进口量的

比例降至2016年的2.6%。（2016年美

国进口钢材分国别占比情况如图5所

示，其中从中国进口钢材占进口总量的

比例和排名如图6所示）

2016年，中国向美国出口钢材仅占

总产量的0.1%，占出口钢材的比重仅为

1%。中国向美出口钢材在2014年达到

最高点340万吨，随后快速下降，2015年、

2016年出口同比降幅分别为28.7%和

51.8%，2017 年 1月~7月出口降幅为

28.7%。出口均价在连续4年下降后，2016

年和2017年均呈增长的趋势。（近年来中

国向美国出口钢材变化情况如图7所示）

2007年以来，美国出口中国的钢材

量最高达25万吨，但近年来出口量下

降，不超过10万吨，占美国总出口量比

例不到1%。（近年来美国钢材出口中国

占比变化情况如图8所示）

采取切实行动共同促进
全球钢铁行业发展

美国钢铁产能变化以及产业兴衰

过程，客观反映了全球钢铁工业发展过

程所面临的一些内外部环境及其影

响。美国主要因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产业发展条件和特点，决定了其钢

铁产业如今在国内外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在其钢铁产业发展变化过程中，对

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积极调整改

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来发展仍然

面临诸多内部和外部的挑战，比如钢铁

产能过剩问题。正如2016年20国集团

（G20）领导人杭州峰会达成的共识，钢

铁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中国高度重视钢铁产能过剩问题

并切实行动。按照总体部署，从2016年

开始，中国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

亿吨~1.5亿吨，行业兼并重组取得实质

性进展，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资源利用

效率明显提高，产能利用率趋于合理，

产品质量和高端产品供给能力显著提

升，企业经济效益好转，市场预期明显

向好。近年来，中国全力做好去产能各

项工作，2016年退出钢铁产能6500万

吨以上，超额完成当年目标任务。截至

目前，已累计退出粗钢产能 1亿吨以

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所做的

巨大努力，是全球钢铁行业运行态势

“2016有所好转、2017年明显改善”的

重要因素。2017年前9个月，中国钢材

出口同比下降近30%，而美国钢材出口

同比上升超过10%。2017年10月末国

际钢材价格指数同比上涨超过40%。

从全球看，中国和美国是全球钢铁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钢铁产业已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美国钢铁产业具有

坚实的基础，双方各自发挥优势，形成更

多发展共识，将十分有助于各自钢铁产

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以及其他

钢铁过剩产能全球论坛成员国，积极落

实G20杭州峰会共识，本着“全球问题、

集体应对”原则，更加积极开展信息分享

和交流，尤其是采取切实减少钢铁过剩

产能的具体行动，将为全球钢铁产业进

一步向好发展注入新的更大的活力。

（作者单位系冶金工业信息标准

研究院）

美国钢铁工业走在不平坦的转型之路上

图1 美国粗钢产量、产能及产能利用率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钢协，AISI

图2 1980年~2016年美国钢铁劳动生产率情况

数据来源：AISI

图3 1970年以来美国3大行业钢材发货量情况

信息来源：AISI

图4 1960年以来美国净进口情况变化

图5 美国2016年钢铁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钢铁协会

图6 2008年~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钢材情况

数据来源：GTT

图7 近年来中国向美国出口钢材变化情况

（注：数据来源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与美国对钢材进口统计标准存在一定差异）
图8 美国钢材出口中国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GTT

写在前面 钢铁工业对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过

去一段时间，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

突出，钢铁行业受资源、能源和环境

制约严重，不少钢铁企业经营困难等

矛盾突出。近年来，全球许多国家为

解决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积极努

力，中国更是采取切实有效行动，持

续推进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化解钢

铁过剩产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是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问题，集体应

对”，需要有关各国以建设性姿态相

互理解、认同，达成更多发展共识。

本版今日刊出专家署名文章，旨在

解析美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和现

状以及中美钢铁产业的关系，寻求

更广泛更深入的应对全球钢铁产能

过剩问题、推动全球钢铁产业进一步

发展的做法和共识。以飨读者，敬请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