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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过剩产能是当前我国经
济工作一项重要任务，而职工安置
是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妥善解
决职工的安置与就业问题，不仅关
系到化解过剩产能目标任务的顺
利完成，也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
和社会稳定大局，必须千方百计把
这项工作做好。

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
基础原材料产业，投资拉动作用
大、吸纳就业能力强、产业关联度
高。多年来，我国钢铁行业由小到
大、由弱到强，成为我国在世界舞
台上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之一，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数百万钢铁职工功不可没。

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钢材市场需求回落，钢铁行业
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逐
渐暴露，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
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亏损
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化解过剩产
能，已成为钢铁行业乃至整个中国
经济长远健康发展必须经历的阵
痛。

这一过程中，广大职工最关
心的就是自身安置问题，这涉及
他们今后的生活来源和社会保
障，对许多职工来说，这是家庭最
根本的生计问题。而如何维护职
工的合法权益，争取广大职工群
众的理解和支持，一直是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国务
院发布的《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
确，要把职工安置作为化解过剩
产能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多
项举措要求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意见强调“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或
全体职工讨论通过的职工安置方
案，不得实施”。

化解产能过剩，成败关键在执
行。人们期待，各地政府、相关部
门和有关企业，能够妥善处理好企
业关停、产能化解中的职工权益问
题。人们更加期待，经过去产能洗
礼，钢铁行业能够实现跨越式提
升，焕发新的生机。

钢铁业的过剩产能怎么去？去
哪些？债务怎么办？人员如何安
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钢铁行业
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
见》对这些备受关注的问题给出了
明确答案，画出了清晰的去产能

“路线图”。
五类过剩产能须依法关停退出
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

意见设置了这五条红线，凡是有一
项不达标的钢铁产能必须退出。

“这是国务院首度明确划定关
停退出范围。”中国企业研究院首
席研究员李锦说。

根据意见，污染物排放达不到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相关要求的钢铁产能，实施按日连
续处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关
闭；对能耗达不到相关强制性标准
要求的钢铁产能，应在6个月内进
行整改，确需延长整改期限的可提
出不超过3个月的延期申请，逾期
未整改或未达到整改要求的依法
关停退出。

对钢材产品质量达不到强制
性标准要求的，依法查处并责令停
产整改；对未达到企业安全生产相
关标准要求的钢铁产能，要立即停
产整改。这两类企业如果在6个月
内未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则要
依法关停退出。

关于技术红线，意见指出，立
即关停并拆除400立方米及以下

炼铁高炉、30吨及以下炼钢转炉、30吨及以下炼钢电炉
等落后生产设备，对生产地条钢的企业，要立即关停，拆
除设备。

不过，李锦也担心：“地方上谁来卡这些标准，对标准
怎么掌握，谁来督查这些标准的执行还需要细化。”

对于退出的钢铁产能，意见要求拆除相应冶炼设备：
具备拆除条件的应立即拆除，暂不具备拆除条件的设备，
应立即断水、断电，拆除动力装置，封存冶炼设备，企业向
社会公开承诺不再恢复生产，并限时拆除。

各地政府、国务院国资委负总责
明确了任务和目标，具体如何实施？不久前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
央支持”的十六字原则，此番意见重申相关原则，并明确
提出，各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国资委分别对本地
区、有关中央企业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负总责。

意见要求各地政府、国务院国资委根据意见研究提
出产能退出总规模、分企业退出规模及时间表，并据此制
订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

“钢铁企业的属性非常复杂，包括民营企业、中央企
业等多种属性。保证去产能工作的顺利推进，地方政府
和国资委缺一不可。”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
说，这相当于明确去产能责任人和牵头方，有利于提高去
产能的执行效率，也有利于避免因权责不清，相关部门推
诿、踢皮球，导致工作推进难等问题。

根据从地方两会上传递出的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去
“僵尸企业”成为河北、内蒙古等近20个省份的代表委员
讨论的热点话题，多个地方将清理“僵尸企业”视作去产
能的“牛鼻子”。比如，钢铁产能集中的河北省就提出，通
过清理“僵尸企业”等措施，年内压减钢铁产能1000万
吨、炼钢800万吨。

记者也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国资委正在制定工
作方案，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处置“僵尸企业”
的主体任务，2020年前全面完成各项工作。

此次意见还明确将强化监督检查，要求各地区将化
解过剩产能任务年度完成情况向社会公示，建立举报制
度。对未完成任务的地方和企业要予以问责。国务院相

关部门要适时组织开展专项督查。
中央多项政策措施给予支持
“中央支持”在此番“路线图”中得到

充分体现。意见明确加强奖补支持、完
善税收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做好职工安
置、盘活土地资源等一系列支持钢铁行
业去产能实现脱困的政策措施。

职工安置被视为去产能工作的重中
之重。“安置计划不完善、资金保障不到
位以及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
论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不得实施。”意
见如此强调。

意见提出四方面措施，包括挖掘企
业内部潜力，缓解职工分流压力；对符合

条件的职工实行内部退养；对确需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
依法支付经济补偿，做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意
见特别要求，对就业困难人员，要加大就业援助力度，对
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按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符合救助
条件的应及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保障基本生活。

首度设立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也将
用于化解过剩产能的人员分流安置。意见明确，要结合
地方任务完成进度、困难程度、安置职工情况等因素，由
地方政府统筹用于符合要求企业的职工安置。

“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开展工作难度大，要
对困难做到充分预估，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
李锦说。

李新创注意到，意见用推进智能制造、研发高端品种
等多达五条措施提出“推动行业升级”：这给外界传递了
一个积极信号：“去产能”并不是不要钢铁行业了，而是通

过整合和优化，让钢铁行业更健康地发展。
对于各界关注的债务问题，意见提出，要完善金融机

构加大抵债资产处置力度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完善不
良资产批量转让政策，支持银行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度，
支持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打包转让不良资产。

同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企业并购重组，鼓励保险资
金等长期资金创新产品和投资方式，参与企业并购重
组。“目前我国社会资本很多，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鼓励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去产能过程中来，让市场化的力量
发挥更大作用。”李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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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去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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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赵晓辉 华
晔迪）中国政府网近日全文发布国务
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
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在近年来淘
汰落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从2016
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
1亿－1.5亿吨。

“压减1亿－1.5亿吨产能，无疑
会缓解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带来
的市场压力，改善钢铁企业无序竞争
的局面，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益。”冶
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近8.04亿吨，
同比下降2.33％，出现自1981年来
的首次年度下降。不过，钢材供大于
求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2015年，
中钢协会员企业亏损645.34亿元，亏
损面超过50％。

从产能利用率来看，2006年以
来，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呈现明显的
下降趋势，尤其是从2012年开始，粗
钢产能利用率持续处于合理水平线
以下，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不足67％，
产能过剩矛盾日益突出。

“国际上通常认为，粗钢产能利

用率维持在80％及以上是比较合理
的水平。按此推算，我国粗钢产能应
压减至10亿吨左右，五年内再压减1
亿－1.5亿吨钢铁产能是合理的。”李
新创说。

根据意见，钢铁脱困要坚持“市
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
支持”“突出重点、依法依规”三个基
本原则。意见提出，要健全公平开放
透明的市场原则，强化市场竞争机制
和倒逼机制，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取
消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和对企业
的地方保护，产钢重点省份和工作基
础较好的地区率先取得突破。

对此，李新创表示，要化解产能
过剩，根本手段是市场，做好托底靠
政府，成败关键在执行。不过，他也
指出，化解过剩产能是一项十分复杂
的工作，具有长期性、持久性和反复
性，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钢 铁 去 产 能 目 标 确 定
五年内再压粗钢产能1亿－1.5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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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职工安置作为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华社记者 华晔迪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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