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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铁矿石价格冲击的启示(2005年3月5日)

文章作者：

    随着宝钢分别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和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就2005年铁矿石价格达成一致，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71.5％已成定局。中

国其他钢铁企业也将在与其他铁矿石生产商谈判中被迫接受类似的价格，到岸价的平均每吨涨幅将达250元至300元人民币，整个中国钢铁

业的成本上涨已不可避免。 

    铁矿石价格上涨造成的冲击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不仅是由于媒体的广泛报道和日本企业的推波助澜，而且是因为中国去年就已进

口2.08亿吨，居世界第一，比2003年的1.48亿吨增长40％，平均进口到岸价提高90％，无论是数量还是价格都不可谓不惊人。这从铺天盖

地的钢铁厂投资热、建设热就可见一斑。而同期的日本仅增加280万吨，总量为1.35亿吨。难怪有人说铁矿石价格上涨是2004年生铁产量上

涨的必然产物。2004年，全球生铁产量增加5804万吨，增幅为8.9％，其中，中国就占了84％。 

    钢铁业的这种状况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密切相关。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作为世界主要新兴的制造基地之一，大规模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屋建设等，形成对机械、建材、运输等的大量需求，由此产生对钢铁的巨大需求。预期今年将是10年来钢材最紧缺的

一年。钢材价格上涨也已成定局。宝钢、攀钢、新钢钒、武钢等相应提高出厂价。而这将对建筑、机械、轻工、汽车、集装箱、造船、铁

道、石化等近年来一直占据用钢前八位的行业造成连锁效应。由于不同行业的成本结构、钢材用量有所不同，涨价的影响也各不相同。由

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规模和产业规模迅速攀居世界前列，对能源、铁矿石、有色金属、木材等资源的需求也越来

越大，国内供应难以满足，对国际市场的进口需求日益增大，对进口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可以说，铁矿石只是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和国际

市场影响的一个缩影，今后此类事件还有可能发生。而资源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在国际领域

的发言权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也凸现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科学的发展观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迫切性；同时，也增强了研究中国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国际责任的必要性。 

    其次，这次冲击也对前几年各地低水平重复建设再次发出警告。在进口铁矿石实行自动许可制后，约一千家中小钢铁企业的生产将出

现严重困难。如果事态持续下去，这些企业的破产倒闭将是可以预期的。 

    第三，虽然钢材价格上涨对不同行业影响不同，但某些行业长期依赖价格竞争手段、行政垄断手段等进行低水平竞争、低附加值竞

争，已显露出该行业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疲态和弱势，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和成本变动的能力太低，因此急需改进企业经营管理的方式和水

平，增强核心竞争力。 

    第四，钢材价格上涨有可能进一步刺激其他原材料价格跟进，引发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扬，生产物价指数可能因此上升，再次造成通胀

压力，给宏观调控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因此，需密切观察相关市场是否存在蛛网效应，扩大宏观经济的观察视野。 

    第五，本次冲击再次说明实行"走出去"的海外投资战略对于成长中的中国经济是何等重要和紧迫。有关行业和地区应因此树立紧迫感

和责任感，抓紧制定行业发展的资源开发战略，加快收购海外战略性资源的步伐。 

    最后，本次冲击也反映出美元贬值对产业领域的负面影响，提示开放度较高的各个行业加大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营环境和影响因素分

析，密切关注汇率波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对行业环境的影响，采取得力措施，控制经营风险。 

    总之，中国经济已经是在日益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运行的，未来将遇到越来越多的前所未有的矛盾、问题和困难，举一反三，未雨

绸缪已经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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