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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产能五年 钢铁瘦身“回头看”
碳中和背景下，钢铁去产能正被反复强

调。近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发布消息称，将

于2021年组织开展全国范围的钢铁去产能

“回头看”检查以及粗钢产量压减工作。此前，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也表示，围绕“双碳”目标，

要坚决压缩粗钢产量。去产能五年之际，钢铁

行业也面临了新的变化和挑战。

钢铁行业集中度提升

“从2016年开始，用五年时间再压减粗

钢产能1亿-1.5亿吨。”这是此前《国务院关于

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

见》提出的工作目标。今年3月1日，肖亚庆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6年以来，“三去一降

一补”的战略在压缩钢铁产量产能方面取得

了明显的进展，已经压缩了1.7亿吨钢铁产

能。为了更好地开展下一阶段去产能，2021

年，我国新版钢铁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和钢铁

项目备案等重要文件将出台，确保钢铁总产

能只减不增。

而今年的钢铁去产能“回头看”工作将重

点检查2016年以来各有关地区钢铁去产能

工作开展及整改落实情况，其中的关键是化

解钢铁过剩产能并打击“地条钢”涉及的冶炼

装备关停和退出情况。

经济学专家秦源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在过去五年钢铁去产能的过程中，“地条钢”

已经被清理出局，彻底退出市场。此外，众多

“僵尸钢铁企业”一部分被出清，另一部分也

因为整合后重新焕发生机，钢铁行业的集中

度不断提升，大量钢铁企业的资产负债也得

到了改善和修复。

尽管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国家发改委和

工信部也指出，行业内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

根本解决。同时，随着钢铁行业效益好转，一

些地方和企业存在盲目建设钢铁项目的冲

动，巩固去产能成果面临着新挑战。而本次

工作的目的，便在于引导钢铁企业摒弃以量

取胜的粗放发展方式，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

发展。

对此，秦源分析说，随着差企业出清，整

个行业的利润向好，企业的增产欲望比较强。

尽管整合的趋势在发展，但这也意味着整合

难度的加大。据了解，本次工作还将涵盖钢铁

冶炼项目建设、投产运行的情况、历次检查发

现问题整改落实的情况。而今年粗钢产量压

减工作将重点压减环保绩效水平差、耗能高、

工艺装备水平相对落后企业的粗钢产量，确

保实现2021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去产能与增产量

虽然钢铁产能将进一步被压缩，但据兰

格钢铁预计，2021年全国钢材消费需求将继

续增长，全年中国全部粗钢需求量或将达到

11亿吨，比去年增长5%左右。国家统计局数

据也显示，1-2月，国内生铁产量同比增长

6.4%，粗钢产量同比增长12.9%。

对此，肖亚庆表示，经济快速复苏、复工

复产和各方面建设的需求，对包括钢铁在内

的大宗原辅材料有非常大的需求。此外，实际

钢铁人均使用量和经济总量相比，仍然处在

发展过程中，建筑和汽车运输方面的需求发

展仍有很大空间。

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程宇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去产能是伴随扩需求完

成的，在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发展刺激下，钢铁

的需求依然旺盛，这也为钢厂创造了更好的利

润环境去增加投资，提前报废不必要的产能。

而今年，补短板和基础设施投资还将作

为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房地产投资依旧

保持增长，这也将使得2021年中国钢材国内

消费继续得到强化。秦源也认为，目前钢铁的

价格仍在上涨，政策方面也通过降低出口退

税并增加进口来满足国内的需求。

“双碳”目标下迎新挑战

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去年

12月底，肖亚庆明确，要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节点，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

钢铁行业作为能源消耗高密集型行业，要坚决

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在秦源看来，“双碳”目标下钢铁行业的压

力还需要分开来看：“在碳达峰方面，压力可能不

会过大，随着短流程对长流程的替代，实际上也

有助于碳减排。而钢铁的生产环节中，依然有很

多地方可以降低碳排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钢

铁企业设置的碳达峰时间点都早于2030年。”

相比较而言，碳中和对钢铁行业的压力

会更大一些。秦源认为，长流程的钢铁生产的

碳排放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情，这需要钢铁

行业的工艺进行比较大的升级。但因为时间

点靠后，所以还要看钢铁行业在实现碳达峰

的过程中情况如何。

同时要看到的是，去产能化过程中的钢

铁行业体量依然巨大，正面临压力。在日前召

开的2021(第十二届)中国钢铁发展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文瑞也强调说：“钢铁行业

是制造业31个门类中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

约占总排放量的15%。”

虽然现在我国吨钢二氧化碳单位排放量

在不断下降，但总量仍比较大。肖亚庆在此前

介绍说，目前世界吨钢耗煤量的平均值是

575kg标准煤，中国是545kg，因为中国的体

量大，在节能减排方面依然还有潜力可挖。

程宇表示，“双碳”要求下，钢铁行业需要

不断改变能源结构和用能效率，但同时，改变

能源结构也意味着改变冶金工艺，是巨大的

投资。很多原本合格但目前尚未折旧完毕的

产能也会被提前淘汰，所以钢厂的利润仍然

会面对挑战。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阮航达

再融资债券成主流

与往年不同，在一季度地方债券中，鲜

有新增地方债券，再融资债券则成为主流。

日前，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数据

显示，截至3月末，各地已组织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8951.1亿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364亿元，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8587亿

元。3月当月，各地组织发行地方债4771亿

元，包括新增地方债364亿元，再融资债券

4407亿元。

财政部在《2018年4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和债务余额情况》中明确，再融资债券是发行

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

金的债券，是财政部对于债务预算的分类管

理方式。Wind数据显示，我国再融资债发行

量在到期量中占比逐年增加，从2018年的

78.6%增长至2020年的91.2%。

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超明指出，

2021年财政将迎来新一轮偿债高峰期。据了

解，今年国债、地方政府债、城投债三项合计

到期规模高达9.2万亿元，较2020年提高1.8万

亿元，偿债压力增长。

同期，政府隐性债务压力也与日俱增。去

年12月以来发行的新一批再融资债的资金用

途和信息披露与此前披露的官方文件存在细

微差别。据中金公司研究部分析指出，历史上

发行的再融资债券资金用途往往为“偿还到

期地方政府债券”，但从去年12月起，新发行

的再融资债资金用途开始转变为“偿还存量

(政府)债务”。

然而，前述再融资债中，理应披露债务发

行规模、到期本金规模等信息。但今年1-2月

发行的45只地方政府债也全部为再融资债

券，资金用途仍为“偿还存量(政府)债务”，也

均未披露所偿还债务的信息。对此，前述机构

指出，“‘存量政府债务’可能包含非债券形式

的存量政府债务，其资金用途范围扩大，不排

除用来置换隐性债务的可能性”。

由于偿债高峰渐近，化解隐性债务危机

迫在眉睫。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合理

扩大3.65万亿元专项债使用范围。对此，浙

商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李超指出，需关

注政府存量债务，特别是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问题。

新增专项债发债高峰将至

实际上，关于化解隐性债务压力，国内已

有布局。据了解，在2019年化解隐性债务的实

践中，相关部门曾推出债券置换隐形债务的

试点方案。自去年12月以来，公开披露的已有

湖南、云南、河南、浙江、安徽、青海等在内的

15个县区被纳入国家建制县隐性债务风险化

解试点。

而通过今年前两月发行的45只再融资债

涉及到的21个省/计划单列市可看出，其中既

有北京、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还有未

被纳入建制县/区试点的多个省市。“对此，我

们预计这一批再融资债有部分资金置换隐性

债务，而非全部用于置换隐性债务。”中金公

司研究部指出。

随着国民经济整体进入回暖通道，大型

工程建设进程加速。年内新增地方专项债券

于3月始发，这一进度相较以往有所延迟。兴

证固收也指出，这是由于今年经济逐渐恢复，

对地方债需求缓解，叠加去年新增专项债放

量引发资金闲置所致。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湖北与四川已

分别下达年内新增地方专项债。其中，湖北省

于3月25日率先完成年内专项债的发行工作，

规模为150亿元，债券投资方向主要为棚改、

铁路、医院、轨道交通和生态旅游等基础设施

领域；四川新增专项债券规模为114亿元，重

点支持中小银行发展。

按照日前披露的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年

内地方债将重点布局九大领域，优先支持在

建工程。其中，重点领域包括交通基础设施、

能源项目、农林水利、生态环保项目、社会事

业、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

础设施、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保障性安居工

程等。

“参考2018-2020年，上半年均有1-2个

月地方债发行量较大。自3月25日湖北开始发

行新增地方债，后续地方债新增限额可能陆

续开始发行，4月迎来地方债供给高峰的概率

较大。”广发证券研报指出。

债券期限大幅缩减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期方面，相较去年，

今年下达的专项债券也出现了大幅缩减。从

今年一季度数据看出，专项债券平均发行期

限8.64年，比去年同期缩短40.41%。其中，一

季度7年期、10年期专项债券占比分别为

25.92%、56.9%。

今年债券发行期限的缩减，也进一步印

证了我国国民经济正逐步步入正轨。此前，在

财政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在债券扩容的同时，

长期债券发行比例也于近年来迅速增加。据

统计，2018-2019年间，专项债平均发行期限

从6.1年延长至9年。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来袭，长期债券进一步走俏。去年上半年长

期债券平均年限已达到15.3年，较2019年近

乎翻倍。

“我们统计了各月的地方债发行加权平

均期限，从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地方债

的月度发行期限便维持在10年以上，主要源

于政策上财政部对地方债发行期限限制的放

松以及供给端缓解地方政府再融资压力的考

量。”兴证固收研报分析道。

业内认为，这既是因为发行期限开始与

公益性项目相匹配，也混杂了部分地方政府

私心，减轻近期的债务压力；泓创智胜合伙人

沈奇也指出，无论从风控、监管或是债券使用

主体地方政府角度看，债券期限并非越长越

好，还是要根据项目本身的特性和地方财政

能力来合理设计为宜。

对于前述担忧，去年7月，财政部发布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

工作的通知》提出，既要鼓励发行长期专项

债券，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更好匹配项目资

金需求和期限，又要综合评估分年到期专项

债券本息、可偿债财力以及融资成本等情

况，合理确定专项债券期限，避免人为将偿

债责任后移。

北京蓝海世纪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合伙人张玉香建议，关于已设计完成并通过

评审的项目，建议尽快申报发行；正在谋划

准备阶段的专项债券项目，在“专项债券期

限与项目期限相匹配”的情况下，债券期限

尽量控制在10年及以下，务必注意发行风

险；在符合各省专项债券评审要求的情况

下，积极尝试“提前偿还、分期偿还等本金偿

还方式”。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一年前，抢到各大航空公司“随
心飞”产品的人，今年恐怕高兴不起
来了。比起当初承诺的美好，这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 在实际兑付的时候，
遭遇了这样那样的限制，甚至开始让
人怀疑这本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一边是“随心飞”不再“随心”，一
边是新的“随心飞2.0”在市场上被冷
遇。“随心飞”是否从一开始就是个消
费陷阱，至今众说纷纭。

非常时期，非常之策。从去年6
月开始，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相继推
出“随心飞”类机票套餐服务，当时
销售火爆，抢到的人都成了幸运儿。
如今，让这些幸运儿苦不堪言的是，
机票兑换除了设置各种时间地点门
槛，甚至还有专门针对“随心飞”的
“无票”情况。

“随心飞” 是一次目标明确的精
准营销，却未必是一次打算善始善终
的诚意服务。在疫情期间，航空业经
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随心飞”
的设计巧妙利用了时间差，让消费者
心甘情愿购买预付服务， 囤积机票，
等着有朝一日说走就走。 只不过，有
朝一日来了，说走就走就难了。

航空公司有自己的算盘。 在困
难的时期艰难度日， 稳住资金流是
关键。 大量航空公司资产结构都存
在风险，本身往往越是庞大，越是不
堪一击。 如此任性的大折扣力度背
后， 是航空公司们去年以来巨额亏
损的窘境。

从国际经验来看，大航空公司迟

早要进入到一个饱和或微利的状态，
从而开启竞争，疫情倒逼，需求减退，
原本可能在更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到
来的价格、 营销和服务等方面的竞
争，正提前到来。

“随心飞”背后有放手一搏的竞
争心态， 也有处心积虑的成本算
计。按照计划，类似的产品将使得
航空公司目前闲置的座位和运力
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尽量改善盈利
状况。不过，旅客公务和私人出行需
求会持续增加、运力投放增加、票价
回升，非“随心飞”航班的各项盈利
指标上升，挤占“随心飞”客户也在
情理之中。

从各种用户端的实际反馈看，
“随心飞” 称不上一款有足够诚意的
优质产品。在实操层面，设置种种
障碍，表现出诸多“不情愿”，各种
有意无意的bug，实则是航空公司利
用自身与消费者巨大的信息不对
称，在这场看似“便宜了”消费者的
明争暗斗中，尽管失了民心，也夺回
了主动权。

信心比金子更重要。 这既是一
场规则复杂的实操战， 也是一场波
诡云谲的心理战。从这个角度出发，
“随心飞”好不好用似乎没那么重要
了。它的存在，并不在于让消费者能
飞多远飞多远， 而是企图重新激发
或者恢复说走就走的信心。 它的本
质，即便是形式大于内容，但在最初
的那场心理战上，已经赢了。因为，
曾经的你我，都心动了。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随心飞”，另一种输赢
陶凤

今年开年我国地方债发行呈现新变化。截至今年4月初，我国湖

北与四川相继发出年内首批地方新增专项债券，这一动作相较往年出

现延迟。而在此前的一季度，随着偿债高峰到来，各地方政府通过再融

资债券集中掀起了一轮“借新还旧”风潮，用以偿还政府存量债务。业

内预计二季度后，我国各地将迎来一波新增专项债发行高峰，但同时

也提醒重点关注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一季度各月地方债券发行情况

1月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

3623.36亿元

一般债券：2127.58亿元
专项债券：1495.78亿元

2月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

557.24亿元

一般债券：294.82亿元
专项债券：262.42亿元

3月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

4770.51亿元

一般债券：2788.12亿元
专项债券：1982.3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