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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西省钢铁工业的特征 

山西省钢铁业的特征是①原材料的生产基地。②生铁和焦炭的产量比其他钢铁

制品多。③省内存在许多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设备规模较小的企业。从图片 5“1998

年山西省钢铁生产构

造”的数据来看，山

西省的生铁和焦炭产

量占全国各省和自治

区的第一位、铁矿石

的产量为第 3 位、粗

钢产量第 9 位、最终

钢材的产量居第 12

位。全省有 3 家在全

国比较大的从生产到

加工全套完成的国有

企业。最终钢材和粗

钢的生产主要集中在

这 3 家，而生铁和焦

炭的 96.5%是由这 3家之外的中小型企业来进行生产。 

山西省钢铁工业的生产构造（1998年）
 产值（１亿

元） 

 产量（１万吨） 

 工业总产值

（1990年价

格） 

工业附加

产值（实际

价格） 

生铁 粗钢 最终钢材 铁矿石 煤炭 

全国（a） 2230.09 905.17 11852.10 11485.80 10737.80 24689.10 12214.30 

山西省(b) 83.99 31.66 1488.30 420.00 333.60 3443.10 5703.

山西省占比例(b)/(a) 3.80% 3.50% 12.60% 3.70% 3.10% 13.90% 46.70%

全国的俳位 9 10 9 12 3 1

三大企业（太钢、新临

钢、长钢）(c)  

71.87 28.36 342.75 356.1 306.16 752.84 197.63

其他企业(d)=(b-c) 12.12 3.3 63.9 27.44 2690.26 5505.47

其他企业所占比例

(d)/(b) 

14.40% 10.40% 15.20% 8.20% 78.10% 96.50%

 
资料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年鉴

图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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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企业的规模较小之外，

还有所运用的技术方面的特征。 
图片 6

山西省内的蜂窝式的焦炉（省
内生产的76.7%）

生产性能低
下、付产品
不能回收、
大气污染相
当严重。

川端摄影（1999
年10月）

首先是焦炭炉（图 6），从

98 年的数据来看，省内 76.7%

的焦炭生产运用的是蜂窝式的

土式炉来完成的。这些蜂窝式土

式炉的问题是生产性能低，不能

回收副产品，特别是排放出的有

害物质对大气环境有相当大的

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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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厂的焦炭炉大多

以机械化炉为主。

由于发达国家对环

境问题的规定相当

严格，即使是机械

化炉，如果因排放

物质超出标准，也

会被迫停止生产，

诸如此类事例并不

新奇。图片 7中 NKK

（日本钢管）福山

炼铁厂的焦炭炉，

为了使焦炭的粉尘

不落在灭火设备

（车）中，在它外部安装了一个罩子。 

图片 7

7

世界制铁大厂的焦炉

以机械化炉
为主流，环

境规定严格。

来源：NKK福山炼
铁厂宣传手册
（1980年代）

其次是高炉。山西省内的高炉以不满 100m
3
的小高炉为主（图片 8），除了五麟

和安泰这样的几家优良企业之外大多数的小高炉生产性能低、原材料浪费严重并

且和焦炭炉一样对环境的

污染相当大。世界其他国家

的大型炼钢厂的高炉大多

在 2000m
3
以上才用于炼制

炼钢用生铁。

图片 8

山西省的小高炉

炉内容积不足
100立方米。
除一部分优良
企业之外，大
多生产性能低，
原料浪费巨大，

污染严重。

川端摄影（1999年10月）

 

如上所述，山西省的炼

铁业有他的特殊的技术。然

而为什么选择并沿用这样

的技术来进行生产呢，其原

因必须从省内的条件和外

部的冲击两个方面来理解。

下面，让我们聚焦炼铁技

术，从历史角度来看一下

吧。 

 

2. 山西省炼铁技术的渊源 

 

２．1 土式炼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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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技术渊
源上看，近代史

上的山西省炼

铁技术主要分

土式和洋式两

种。 
    20 世纪初
期在山西省，被

广泛推广的是

土埚式熔炼炉

炼铁。图片 14
中是山西高平

的一处土埚式

熔炼炉，一看便

知其不是高炉的。这种土坩埚式熔炼炉在熔炼时，要先往高 34cm、直径 15cm的
土质熔炼炉里填进铁矿石和煤炭，再在圆形土式熔炼炉所排成的四方型框里填入

煤炭。点火后，从后方送风进去，开始精炼。精炼完成后，放置冷却，然后打破

土坩埚取出生铁。煤炭用的是无烟型煤碳。这样生产出生铁大部分直接发货，成

为打铸成锅、农具、铗子之类用具的原材料，但也有用其再精炼成炼铁的。 

Wagner[1997]

坩
锅
炼
铁
（
山
西
省
高
平
。
二
十
世

纪
初
）

图片14

    清朝末期，由于欧洲廉价铁的进口，使得中国各地的土式炼铁失去了竞争力，
山西省的铁制品业虽然也受此打击，但并没有完全毁灭，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不便

的交通使之成为一个孤立的市场。北部的石太铁路开通后，向北运到天津的铁路

运输成为可能，而向南方的运输直到 1920年为止，还以人力和马力来完成。在这
种环境下，使得山西的铁向外出售受到阻碍。不过也正是由于不便的交通，使得

山西省的铁制品没有

受到进口铁制品的太

大影响。在山西省内，

供应消费用的煤炭生

产上升，在省外由于价

格没有竞争力，将之用

于了生铁生产。 

图片 20

坩锅炼铁的推定生产量

1870 160000  
1898 50248 
1916 70000 
1931 62330  
1937 49148  

 …… 

 
 

←由于进口的竞争而衰退 
←因第 1次世界大战而增加 

←日本侵略／抗日战争／国共

内战中的衰退 

    从图片 20 上的数
据来推定，土式炼炉由

于受 19 世纪末的进口
铁制品的打击而失去

了竞争力。一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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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铁的生产量有一定增加，之后又有回落。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可

以想象出，在日本侵华，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期间，山西省的炼铁业会进一步

衰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式炼铁法的再次大规模出现是在 1958年开始的大
跃进时代，为了使钢铁增产，“小土堆 ”式的土式炼铁炉在全国大批出现，但是
由于山西省的土式炼铁的铁制品硫磺成分过多，不能使用，别的土式炼铁法似乎

也曾传入山西省。 
 
 
２．2 洋式炼铁法和小高炉 

    山西省的洋式炼铁是从 1917年开始设立，于 1920年在宝晋铁厂开始正式作
业。宝晋铁厂有一座 20吨和 30吨小高炉。在这之后，1935年阎锡山势力的一手
操办下成立了西北实业公司炼铁厂，其生产技术主要引进的是从德国学习而来的

东西。1937 年被日军占领到 1941 年开始用一座 120 吨和 40 吨高炉进行从生产
到加工的一条龙作业。之后，经过日本人的经营时期、再经国共内战时期、最终

被国有化成为太原钢铁厂直至今天。 
  尽管上述的 2家企业都有小高炉， 十五年战争1后期又进一步实行了小高炉建

设。这是日本政府为了确保生铁供应，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建设了一些 30吨左右的
小高炉，据当时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反映，建设小高炉时，日本政府要求“不要

拘泥于价格和成本”，把生产目标放在首位，政府为生产拨发了补助金。当时，在

山西也建设了小高炉，其中，太原 20 吨两座，阳泉 20 吨一座，这些小高炉由于
空袭中而停止了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跃进期间，小高炉和土式炼铁炉都曾被建设使
用，但由于当时的土式炼铁制品的质量太差，到 1960年被叫做“小洋群”的小高
炉取代。当时的小高炉被当作地方工业化中的杰出技术，曾向越南做过技术转让。

但是最后还是由于生铁出炉比率低、焦煤比率高、制成品合格率低而以失败告终。 
    在此之后，1964 年到 1971 年的三线建设时期，为了准备对美、苏战争战备
的需要，各协作区·省强调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可以想见，小高炉作为一种可

以自给自足的手段也会受到重视，但是由于数据不足，当时具体的情况无法了解。

但据打听到的情况讲，规模大小暂且不论，小高炉并没有在大跃进之后立即消失，

好像在省内仍有存在。 
    山西省内这样的小规模炼铁业，受各种原因的影响，在兴亡反复的演义中最
后能够维持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在特定期间内，战争和计划经济的需要，要不计成本的增加生

                                                   
1 十五年战争即指 1931年到 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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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这使得生产技术没有失去。与此相关联，虽然立证比较困难，但是可以想

象，正是由于在大跃进时期有意识的从土式的坩埚炼铁向小高炉炼铁进行了技术

转换，才使得小规模炼铁延续下来。 
    另一个原因虽然在计划经济期间无法显现出来，但从土坩埚式熔炼炉开始就
存在的所谓“投入生产容易度”。也就是说，由于当地的铁矿石和煤炭资源丰富，

到手容易，而且设备投资金额小，建设期间短，操作方法简单容易掌握等原因，

如果政府解除相关的规定，投入生产和停止生产都很容易。 
    但是，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小规模炼铁并不是由于其杰出的质量和低廉
的成本等原因而得以生存的。小规模炼铁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成本、质量、生产

安定等一系列问题所组成的失败记录。山西省的炼铁业就是背负着这样的历史遗

产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3. 全球化趋势与山西省炼铁工业 

 

3．1  山西省的炼铁行业有了什么变化？ 

    如图 33所反映，山西省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生铁产量有了明显提高，特别
是在 1993年和 94年可以看出有爆发式的增加。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在全国 1993
年的经济景

气 的 背 景

下，国家的

计划价格管

理体制被废

除，此年度

的生铁价格

几乎增长了

两倍。但煤

炭和铁矿石

的价格没有

太大变化，

许多有小高

炉的企业也

因此投入了

图片 33

33

市场经济化和小高炉：1993以后爆发式成长

山西省的生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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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铁的生产。 
    从世界的炼钢用生铁的生产来看，中国的生产持急速增长状态（图 35）。且铸
物用生铁高居世界第一位（图 36）。90 年代中国的生铁出口在持续增长中也有大
幅减落（图 37）。但进口方面连年减少，从此由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图 38）。山西
省的中小企业的生产业占了出口产品中相当的一部分。 
 

图片 35

35

山西省生铁的竞争力(2)
来源：IISI

世界的炼钢用生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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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36

山西省生铁的竞争力(3)
来源：IISI

铸件用的生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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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37

37

山西省生铁的竞争力(4)
来源：IISI

生铁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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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38

38

山西省生铁的竞争力(5)
来源：IISI

生铁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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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山西省的生铁生产有很强的竞争力呢？虽然无法了
解山西省生铁需求结构的全貌，但从局部的调查材料反映来看，除了用于炼钢的

原材料之外主要还是局限于取暖设备生产的需求。山西省的生铁生产，与其说是

以质量不如说是依赖于廉价的原料来进行价格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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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生铁市场的世界动向 

    世界生铁市场的动向对于山西省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一
面是，受世界性的电炉增设趋势的影响，对炼钢用的冷铁源的需求有随之增大的

倾向。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对山西省的炼铁业变革的要求也在强化。首先，

由于钢铁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用极端的低价格作为出口的武器会变得越来越困

难2。其次，在发达国家方面对机械零件的生铁铸件需求扩大是由一定限度的。大

多都是需要即

轻又方便安装

的零部件。所

以，对于生铁铸

件市场而言要

是能生产技术

含量高的产品，

或者是产品具

有铸物特有的

颜色和质感、因

而设计性等特

点，这样的产品

应该是比较有

前景的。比如图

42 中显示的汽
车的零部件，或者是能铸成纪念碑等物品。 

图片 42

汽车零件的铸成品

岩手县炼铁
厂的宣传手
册

    除此之外，更深刻的问题是环境污染。五麟公司在这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炼铁工业和炼焦工业仍然是山西省全省大气污染、水质污浊以及固体废弃物

等污染问题的重要发生源之一。而且，由于煤炭燃烧而排放出的二氧化碳问题也

非常严重，有很大地改善的余地，根据川原业三的计算，如果山西省内所有的焦

炭炉都机械化并且进行高炉改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可以减少 5400万吨。这相当
于全国总排放量的 1.5%，对地球环境也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3．3  山西省炼铁业的新局面 

    最后，想对山西省炼铁行业的改革方向进行一下讨论。以五麟集团和安泰铁
厂这样的先进企业为例，他们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投资新设备。五麟集团在使用机械化焦炉后，把回收的副产品用于自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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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被起诉价格倾销。译者 



发电和化工品制造（图

46）。这样生产性能、合格
率和质量都有提高，污染

也相对减少了。 
    二是提高人的能力。
技术要想发挥作用，仅有

设备不行，人的素质也必

须提高。就炼铁技术来说，

从原料准备、操作方法、

生产管理和质量管理等各

个环节都要求生产技术人

员和工人有一定的工作能

力。五麟公司就是在川原氏的指导下，操作技术有了改善，同样的小高炉产量有

了明显提高。成品合格率上升，焦炭比率下降，有害成分的气体排放得到了抑制，

人身事故也有了减少。 

图片 46

五麟集团的先进事迹的教训
(1)设备投资

焦炉的机械
化和导入
新技术

五麟集团的宣传手
册

    象这样提高生产技术，其结果也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位
叫迈克尔·伯特（Michael E. Porter）3的学者对经济发展方式进化做了以下的说

明。最低阶段是要素推进经济阶段，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靠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

等容易到手的生产要素来推进的。其次一个阶段是投资推进经济发展阶段，通过

设备投资，建立进行大批量生产的体制。是追求规模经济的经济发展阶段。更高

的阶段是革新推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就是拥有竞争机制，从而使发明创造不断

涌现的经济发展阶段。目前，山西省虽然不得不承认仍然停留在要素推进经济发

展阶段，但是是有可能转化成

以技术提高为目标，以投资促

进经济发展省份的。 

图片 49

物质要素和人的素质两个方面
都需要

    在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技术发展必须从物质和

人的要素两个方面来考虑。如

图 49中所示，只靠大型机械
化设备是不行的，还必须拥有

可以提高原料处理、生产管理

和质量管理水平、有技术遵守

纪律的劳动者。设备水平与人

的素质协调发展，技术才能发

                                                   
3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家，地区，企业间的竞争与战略选择。著有《竞争战略论》
等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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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它的作用。虽然通过机械化设备提高生产效率是必要的，但仅仅如此还不够，

还必须依赖管理者和劳动者才能期待生产业绩有飞跃式的提高。 
    最后，说一下政策问题。如政府所说的那样，关闭污染严重的设备是不得不
进行的事，但是，就高炉来说，并不是说容量小就应该一律关闭。比如说到不足

100m3 的小高炉全要关闭的话，五麟集团的没有环境污染的高炉也会成为被关闭

的对象。让想要有作为的经营者和劳动者也退出生产是说不过去的事。所以，用

容量为标准不如以是否达到环境为基准为依据，根据具体调查的结果，在判断是

否应该下达关闭的命令。 
    对于振兴炼铁工业的战略来说，正像本文反复强的那样，物质要素和人的要
素两方面必须结合才行。把振兴策略和先进经验向有自己发展战略的企业进行普

及和介绍，实行促进设备更新的政策，同时实施促进对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劳动

者进行教育、训练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都非常必要。另外，对于环境对策，

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等国际性的课题，要下工夫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方案，以此为

基础上说不定可以得到国际上的支援。 
    是继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生产劣质铁、祭用低价的‘法宝’参与市场；
还是实现节约资源、恢复蓝天绿水、用优质优价的铁参与市场竞争。山西省炼铁

行业的将来，取决于行业内全体企业的努力和政府政策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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