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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在公司正全力打赢生存保卫战，

全速构建新常态下竞争力的当下，作
为太钢职工，立足自己的岗位，我们能
为自己的岗位做些什么？我们又能为
太钢顺利渡过危机做些什么？请你以
一个小故事的形式，把发生在自己身
上真实的事情来稿告诉我们。哪怕是
一个小节能灯引发的讨论，一个随手
关闭电脑的举动引发的故事或者是一
个完善报表的举动等等，都值得拿出
来与大家分享。本报四版将开设《我
的岗位我尽责》栏目，让你的故事引导
更多职工一起从自己岗位入手，从每
天做起，共同汇聚起推动太钢前进的
强大正能量。来稿请发送：tgrb@tisco.
com.cn或新闻中心总编辑室陈强OA

很久没有积极声音的钢铁行业传来“大中
型钢铁企业利润增四成”的消息，随之而来的，
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对于行业“低价格、低效
益局面仍然没有改变”的判断，以及“全行业对
今年形势复杂性、严峻性要保持清醒认识”的
提醒，钢铁行业发展充满着不确定性。

中钢协1月29日发布信息，得益于原料、
燃料价格降幅较大以及企业内部挖潜降成本，
全行业整体盈利状况有所改善：2014年大中
型钢铁企业实现利润304.44亿元，同比增长
40.36％，累计亏损面14.77％，同比下降4.55
个百分点。

“尽管比上年有所改善，但销售利润率只
有0.85％，在整个工业行业中垫底。”中钢协常
务副会长朱继民丝毫不回避行业困境：低价
格、低效益局面没有改变，钢材价格总体上呈
波动下行走势，铁矿石、煤炭价格下降所带来
的成本优势没有明显转化为产品竞争优势。

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产能过剩，产量还
在增加，而需求却已经实质性萎缩：2014年全
国生产粗钢、生铁、钢材比上年同期增长
0.89％、0.47％和4.46％，与此同时，经济增长
对钢材需求强度下降趋势明显，2014年粗钢
表观消费量同比下降3.4％。

没有人认为这种需求下滑只是暂时的。
“钢材消费已进入‘峰值弧顶区’。”工信部原材
料工业司副司长骆铁军判断说，2007年新增
万元GDP所带动钢材消费量为179千克，到
2013年这一指标下降到147千克，随着经济
结构调整不断深入，这一指标下降将成为常
态。

悲观的声音认为，背负着巨大过剩产能，
中国的钢铁行业已经看不到未来。而另一边，
人们也看到，海外的高端钢铁产品还在“量增
价涨”地不断输入中国：2014年我国钢材累计
进口同比增长2.5％；进口价格上涨2.5％，而
同期我国钢材出口平均价格却下降11.5％。

“未来5年至10年间，中低端产品需求减
少，高端产品需求增加。”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

沈文荣以建筑行业为例说，随着标准提高、节
能减排措施推进，越来越多的建筑方式将转向
钢结构，普通螺纹钢需求将下降，而高强度板
材需求将增加。

很显然，钢铁行业要想有未来，就必须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新技术、新产品开发
上取得突破；另一个必须努力的方向是提升
效率，以沙钢集团为例，沈文荣说，目前人均
产钢量近 1000吨，劳动生产率水平位于国
内第一方阵，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
小的差距。

问题，很多人都看清楚了，但解决和改变
起来却是难乎其难：一方面，为数众多的国有
钢铁企业人员负担沉重，改革不到位，企业办
社会和历史遗留问题依然突出；另一方面，公
平竞争市场环境尚未形成，比如环境执法标准
尺度不一，落后企业无法淘汰出局。

更令企业“喘不过气来”的是“融资难、融
资贵”背景下沉重的财务负担。尽管去年国务
院为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采取许多措施，但资
金紧张、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缓解，2014年中
钢协会员钢铁企业银行借款同比增长0.28％，
但财务费用同比增长20.58％。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贷款利率上升。特别
是有些银行采取‘一刀切’做法，不断抽贷、压
贷，使企业资金十分紧张，一些企业甚至面临
经营风险。”朱继民不无担忧地说。

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做出一点挣脱困境的
举动都十分不易。于是，有的人依然在寄希望
于政策带来的需求增长：“一带一路、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将带来水利建设、铁路
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保持较高水平，都将促进
钢材需求增长。”

“钢铁工业保持快速增长已经没有支撑，
必须正视这种现实，把重心转到提高质量和效
益上来。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意承认新变化、
新情况、新问题，用陈旧的方法认识新常态，那
只能是路越走越窄，困难也会越来越大。”宝钢
集团董事长徐乐江提醒说。

首家网络银行微众银行尚在内测中，但外界的高度关
注甚至让这家银行的高管感到有些“如履薄冰”。其中的
缘由，引人深思。

人们对微众银行的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家网络银
行，也不仅因为它是一家民营银行，更因为它承载着人们
对银行更好服务百姓和实体经济的真切期待。

银行要赚钱，再正常不过。但银行怎么赚钱，关系重
大而长远。对过去一段时间里，一些银行只盯着大企业、
大项目、大客户，一味依赖吃利差，过分沉浸于“以钱生
钱”的虚拟游戏，公众有意见，实体经济受痛。这种模式
不仅使得银行业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对国计民生不利。

银行生存的环境已大不相同，唯有变革才能健康发
展。当前，大企业、大集团日益依赖直接融资，对银行贷
款需求度下降；信托、基金、理财等新业态层出不穷，百姓
也不再只能把钱存在银行；利率市场化迅速推进，利差这
一银行传统盈利空间不断被挤压。一些银行已经开始调
整经营模式，但转变还远远不够。

银行不但不能再“躺着赚钱”，今后要想赚到钱，还要
“蛮拼的”才行。长期被大银行忽视的小微企业、百姓个
人消费等金融需求，一直因为缺乏银行信贷等信用记录
而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的草根阶层，恰恰成为未来巨大
的增长点。服务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银行未来发展才
有“钱途”。监管层力推的普惠金融，也正是此意。

首批民营银行试点第一家开张的是名为“微众”的网
络银行，颇有深意。网络是一种新技术手段，民营银行是
一种新的市场力量，新新联手，为的是推动银行业更好服
务“微众”，有力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好百姓日益多元
的金融需求，并在这一过程中找到自己的“钱途”。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梁晓飞）今后，煤
炭资源一级市场全面实行招拍挂，原无偿
划拨老旧矿山企业的保有资源将实行有
偿使用，过去由于市场波动导致“白菜价”
买卖矿业权的超额收益或暴利将得到合
理抑制……1月26日，山西省委、省政府
正式下发推进“煤炭管理革命”的路线图
和时间表，全面开启“改革兴煤”之路。

煤炭，是山西发展的“支撑腿”。过
去，煤炭市场形势好，“一俊遮百丑”。然
而，随着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大量问题

“水落石出”，尤其是管理体制机制方面

的弊端充分暴露，表现为行政干预过多、
审批事项繁杂，部门多头管理、监管方式
落后，市场机制不完善、权力监督不健
全，政企政事不分、权力设租寻租，甚至
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等。

为除弊革新，山西历经半年调研论
证，于1月26日印发《关于深化煤炭管理
体制改革的意见》。今后三年，将分3个
时间节点，从资源配置、项目审批、建设
生产、生态治理、安全监管、销售体制、交
易方式、企业改革、权力约束、法治建设、
改革推进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

革，到2017年基本实现煤炭管理体制和
管理能力现代化。

今年上半年，山西将率先完成精简审
批事项、公布权力清单、优化审批流程、
改革煤炭监管证照、严格控制煤炭产能、
理顺建设管理职能、禁止非法违法建设
生产、全面清理涉煤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等改革事项。

按部署，其余事项，凡要求在2015年
度完成的，各牵头和配合单位要在3月底
前拿出方案；凡要求在2017年前完成的，
要在6月底前拿出工作方案。

随着煤炭市场步入“寒冬”，自2013
年以来，山西先后出台了“煤炭 20条”

“煤炭17条”，以及清理涉煤收费、推进
煤焦公路运销体制改革和煤炭资源税改
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着力规范行政权
力，化解企业压力，释放市场活力，增添
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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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全面开启“改革兴煤”之路

服务好“微众”银行
才有“钱途”

新华社记者 刘铮

解密网络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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