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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继 2019 年成功合并安徽马钢集团公司后，中国宝武在 2020 年频频出

击，先后拿下西藏矿业、太钢集团、泰瑞科技、重钢集团，并与新兴际华、广东

粤韶钢铁达成合作备忘。10 月 11 日，又再出重拳托管中钢集团。通过合并重组，

“亿吨宝武”喷薄而出，市场竞争能力大幅提升，为破题中国钢铁工业“大而不

强”的局面提供了可实践的有力参考，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钢铁行业的兼并

重组步伐将逐渐加快。 

 

长期以来，中国钢铁行业“大而不强”，生产企业众多、集中度低、同质化

经营现象严重，不利于中国钢铁工业的高质量发展。随着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继续深入推进，近年来中国钢铁业的兼并重组步伐不断加快，其中尤以中国

第一大钢铁集团中国宝武的步伐最为引人注目，为中国钢铁行业企业提升竞争力

和抗风险能力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一、中国宝武在兼并重组中不断提升竞争能力 

中国宝武的前身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早在 25 年前就已经开始谋划行业内兼并

重组。1998 年 11 月，上海宝钢重组上钢集团、梅山钢铁，成为国家授权投资机

构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企业。在此之后，上海宝钢（后为中国宝武）始终引领中

国钢铁行业重组的步伐。2017 年 4 月，中国宝武联合美国 WL 罗斯公司、中美

绿色基金、招商局金融集团，共同出资 10 亿元发起四源合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

金。作为普通合伙人（GP），中国宝武股权比例为 25%，基金规模初定 400 亿-800

亿元，这也是中国第一只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基金设立的目的是希望以市场

化机制和方式集聚资源，助力中国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和去产能，促进行业整合和

混合所有制改造，实现中国钢铁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成为国际一流的钢铁

行业投资基金。 

2007 年 6 月，上海宝钢重组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新疆自治区国资委无偿将

持有的八钢集团的 48.46%的国有股权划转上海宝钢，上海宝钢成为八钢集团的

控股股东，进而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11 年 8 月，上海宝钢重组广东韶关钢铁公司。 

2016 年 12 月，宝钢、武钢联合重组成立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通过

换股（1:0.56）吸收合并武钢股份，完成宝武合并。合并后的上市公司股本总数

将增至 221 亿股，并跃居全球第二大钢铁公司。 

合并后的中国宝武并未停止并购重组动作。2019 年 6 月，中国宝武重组安

徽马钢集团，安徽省国资委向中国宝武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安徽马钢集团 51%的股



权并继续持有马钢集团剩余的 49%股权。获得马钢股权后的中国宝武资产规模超

过8000亿元，年粗钢产量超过 9500万吨，距全球首位安塞乐米塔尔仅一步之遥。 

2020 年后，中国宝武在兼并重组中屡获丰收。2020 年 6 月，中国宝武与西

藏国资委、日喀则城投及马泉河投资签署协议，共同参与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

公司（西藏矿业）的改制重组。其中，中国宝武现金出资 5.6 亿元，获得西藏矿

业 47%的股权，并通过和日喀则城投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实际控制了西藏矿业

52%的股权，进而掌握了中国唯一的铬矿规模生产基地。 

2020 年 8 月，山西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太钢集团 51%的股权无偿划转至中

国宝武，并继续持有太钢集团剩余的 49%股权。这一协议完成后，中国宝武将通

过太钢集团间接控制太钢不锈 62.70%的股份。收购完成后，中国宝武一跃成为

全球不锈钢行业的领军企业，增强了中国宝武在不锈钢领域的综合竞争力为“成

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宝武也实现了“亿吨

宝武”的规划目标，2020 年粗钢产量或超 1.05 亿吨。 

2020 年 8 月，中国宝武与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控股的上市公司瑞泰

科技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股份认购协议》，正式控股瑞泰科技，成

为中国乃至全球高炉耐火材料的领军企业。 

2020 年 9 月，中国宝武与新兴际华在宝武大厦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整

体新疆钢铁产业转型发展铺平道路。同月，中国宝武与广东粤韶钢铁有限公司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 

2020 年 9 月，中国宝武通过受让公司直接控股股东长寿钢铁 40%股权、并

与持有长寿钢铁 25%股权的重庆战新基金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从而间接控制

重庆钢铁公司 23.51%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20 年 10 月 11 日，中钢国际发布提示性公告，中国宝武将拟托管中钢集

团，方案正在酝酿中。在钢铁行业频繁发力后，中国宝武重拳出击冶金工程建设

和钢铁原料领域。如果方案得以实施，中国宝武在钢铁冶金原料，尤其是铬资源

方面的供应能力将大幅提升。而且在海外冶金工程建设，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冶金

建设方面的能力也将级数提高，为中国宝武参与开发几内亚西芒杜铁矿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通过不断的兼并整合，中国宝武企业实力迅速扩张，2019 年粗钢产量增加

到 9546 万吨，营业总收入 5522 亿元，利润总额 345.3 亿元，经营规模和盈利水

平位居全球第一。2020 年，中国宝武的粗钢产量有可能达到 1.05 亿吨以上，较

2008年的产量增长接近200%并将完全超越安赛乐米塔尔成为全球第一大钢铁企

业，也成为继安赛乐米塔尔后全球第二个粗钢产量过亿吨的企业，而安赛乐米塔

尔粗钢产量过亿吨的历史则要追溯至十年以前。伴随着以优质资产的并购，中国

宝武市场竞争能力不断提升，连续入围国际钢动态（WSD）全球最有竞争力钢

铁企业名单，2020 年入围国际钢协 STEELIE 企业名单。 

图 1: 2008年-2020 年中国宝武粗钢产量增长变化 

单位：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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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7年前为上海宝钢的产量数据 

二、通过行业合并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是提升资本市场能力的基石和保障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的日益增加，作为上市公司只有不断加大企业

创新力度，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才能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进而不断提升企业在金融资本市场的能力。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资本市场

的支撑和基石。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领军企业和排头兵，中国宝武的发展道路为

我国上市公司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可实践的路径参考。对于欲做“行业头雁”

的上市公司在提高自身质量和能力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而我国上市公司自身

质量的不断提升则将强力支撑我国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从中国证券市场 30 年的发展历程中不难发现，无论是主板、中小板，

还是创业板、科创板的上市公司，持续、创新、健康发展始终贯穿企业生命周期

的全过程。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首要要务。那些不思进取、缺

乏创新、跟不上市场前进步伐的公司无一不沦落为“沧海一粟”。“成为全球钢铁

业引领者”是中国宝武的使命和梦想。宝钢股份 2020 年的商业计划目标就是“全

面对标找差，打造极致效率，追求价值创造，保持行业引领”。当全球钢铁行业

已经进入到“中国时代”之际，保持行业第一就成为中国宝武必须担当的责任。 

其次，从国内外企业的发展历程看，企业要做大做优做强，行业并购是必经

之路。通过行业并购提高公司质量成为提升上市公司能力的重要要务之一。中国

宝武正是通过多年不断的行业上下游企业并购，整体质量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坚

定地沿着按照“全球钢铁业引领者”的目标，努力地打造着全球钢铁领域世界级

的技术创新、产业投资和资本运营平台。 

第三，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战对国内上市公司的全球布局带来了较

大的影响，但是国际化依然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关键要务之一。中国宝武董事

长陈德荣曾在 2019 年 2 月指出“不进入海外就没有未来”，充分显示了中国宝武

成为钢铁市场“全球领导者”的积极态度。例如：通过近年来的大规模合并重组，

中国在汽车板方面处于绝对的领先状态，目前中国宝武拥有 24 条汽车板镀锌线，



累计产能 940.3 万吨，占全国总产能的一半以上。同时，中国宝武在汽车板生产

领域的产能利用率远超行业 70%-90%的水平。这种“内功修炼”令全球钢铁同

行震惊。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钢铁生产均受到较

大影响，中国通过钢铁行业重组扩大企业规模，“亿吨宝武”喷薄而出，海外市

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三、通过行业并购整合提升钢铁产业集中度仍是未来中国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 

推行行业企业重组是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我国钢铁行业健康发展，深入推

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

的重要举措，是满足服务国家加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培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集团的关键措施。 

中央巡视组 2019 年对中国宝武的巡视意见中也曾指出：中国宝武要做强做

优国有资产规模，通过持续深化联合重组、提高整合协同效应。聚焦主责主业，

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引领行业转型升级为目标大力推进钢铁业重组并购，进一步

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提升国际话语权。 

目前我国国内钢铁行业的集中度依然比较低。根据中钢协的统计，2019 年

我国钢铁前 10 位企业的产业集中度仅为 36.8%，千万吨以上的钢铁行业的集中

度也只有 52.38%，产量排名前 4 位的钢铁企业集中度仅为 21%，而欧、美、日、

韩等国家产量排名前 4 位的钢铁企业集中度则均超过 60%。尤其是在钢铁生产较

为集中的京津冀晋鲁豫地区的产业集中度不升反降，2019 年该地区产量排名前 4

位企业的集中度仅为 25%，较 2015 年下降了 5.8 个百分点。从行业层面看，我

国钢铁行业企业数量多、经营分散的市场格局是目前我国钢铁市场同质化无序竞

争、多头对外、铁矿石等钢铁原料市场话语权尽失的根本根源，严重制约了我国

钢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前 10 名钢铁企业集中度距离 2016 年颁布的《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

并重组处臵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中明确的至 2025 年 60-70%的集中度目标还需

提高近 30 个百分点。2020 年中国宝武合并重组节奏的加快意味着我国国内钢铁

行业重组步伐将再度提速。 

图 2: 2008年-2020 年中国宝武粗钢产量增长变化 

单位：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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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来我国钢铁行业并购中的几点建议 

从中国宝武并购重组的方式上看，除 2017 年与武钢重组合并中采取了金融

市场证券作价方式外，其他并购中则多选择了接受地方国资资产无偿划拨的方式，

并没有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运作能力。由此建议我国有能力的钢铁企业在今后的

企业合并重组中还应尽量发挥资本市场的力量，这样将更有利于我国钢铁企业资

本运作能力的提高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 

作为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钢铁业兼并重组加速态势明

显，但钢铁企业重组存在的“重重组、轻整合”等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必须在规

模扩张的基础上，充分重视提高企业合并重组后的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变单一

化的扩大规模为规模与效益并举，从一般性的兼并重组向企业的能力整合提升转

变。必须对标世界一流企业间的强化联合、整合融合的成功经验，汲取失败教训，

充分发挥重组红利和强强联合后的互补优势，打造“一企一业、一业一企”业务

格局和“多单元、多格局”管理模式，减少同质经营、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优

化资源配臵，以“专业化的追求”细分优势领域，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总之，钢铁行业并购重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应对市场危机的能力，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区域号召力、专业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做精做优做强中国

钢铁工业，改变中国钢铁工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格局，提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

的粗钢生产国在国际钢材市场和钢铁原料市场的地位和话语权，建立公平、合理

的市场交易定价机制和体系，以“钢铁强国”推动“制造强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