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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十二五”系列产业规划解读》注重分类研究，着重发掘各类产业的共性特征。
纵览各产业规划，不难发现一些属性相似的产业，在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等方面也有着类似的特征，
而不同类型的产业则特征各异。
比如，有色金属、钢铁、石化、建材和煤炭等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依附性都很大，目前资源对这些产业
的发展来说既是关键支撑又是制约要因，且该类产业普遍存在产能结构矛盾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产销布局矛盾加剧、节能减排任务艰巨等非常明显的共性特征，这也使得其产业规划在目标方向和
任务制定上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
因此，产业研究团队从各产业属性出发，对已出台的二十个“十二五”产业规划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分为资源类、制造类、民生消费类、基础设施类、生产性服务类、文化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七大类
产业，分别进行了详细研究和深入解读，旨在洞察产业发展的内在特征和共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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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环渤海、长三角地区原则上不再布局新建钢铁基地。
河北、山东、江苏、辽宁、山西等钢铁规模较大的地区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减量调整区域内产
业布局。
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省份在不增加钢铁产能总量条件下，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
产业升级。
西部地区部分市场相对独立区域，立足资源优势，承接产业转移，结合区域差别化政策，适度发展钢
铁工业。
 继续推进东南沿海钢铁基地建设。
“十二五”期间，加快建设湛江、防城港沿海钢铁精品基地，彻底改变东南沿海钢材供需矛盾，推进
福建宁德钢铁基地建设，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发展。
通过上述重大布局项目的建设，抑制过剩地区钢铁产能盲目扩张。
 西部地区已有钢铁企业要加快产业升级，结合能源、铁矿、水资源、环境和市场容量适度发展。
新疆、云南、黑龙江等沿边地区，积极探索利用周边境外矿产、能源和市场，发展钢铁产业。
充分发挥攀西钒钛资源和包头稀土资源优势，发展具有资源综合利用特色的钢铁工业。
 有序推进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钢厂转型或搬迁。
对于经济支撑作用下降和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的钢铁企业，实施转型或搬迁改造。
综合实力弱、技术水平低的企业应实行转型，发展钢铁服务业或其他产业。
有实力、有技术、有特色的城市钢厂，要结合区域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和产业升级，综合考
虑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企业承受能力，特别是人员安置等因素，有序实施环保搬迁，严禁借搬迁之名
扩大钢铁生产能力。
“十二五’’期间根据条件成熟情况，支持广州、青岛、昆明、合肥、唐山（丰南）、杭州、芜湖等
城市钢厂搬迁改造或转型发展，科学论证西宁、抚顺、石家庄、贵阳等城市钢厂发展定位。
 （六）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强化铁矿石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积极优化铁矿资源全球配置，鼓励钢铁企业建立与资源所在国利益共享的对外资源开发机制，实施投
资区域多元化，在具有资源优势国家和地区以及周边国家，有序建立稳定、可靠的铁矿石、铬矿、锰
矿、焦煤等原燃料供应基地和运输保障体系。
规范国内铁矿石市场秩序，加大国内铁矿资源的勘探力度，提高尾矿回收综合利用水平。
对闭坑矿山的生态恢复和复垦给予必要的支持。
鼓励国内现有矿山资源的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保证有序开发，严禁大矿小开，乱采滥挖。
 加快建立适应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要求的废钢循环利用体系。
依托符合环保要求的国内废钢加工配送企业，重点建设一批废钢加工示范基地，完善加工回收配送产
业链，提高废钢加工技术装备水平和废钢产品质量。
积极研究制定进口废钢的优惠政策措施，鼓励在海外建立废钢回收加工配送基地。
 （七）加快兼并重组 按照市场化运作、企业为主体、政府引导的原则，以符合国家钢铁产业政策和
《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的企业为兼并重组主体，结合淘汰落后、技术改造和优化布局，加快
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步伐。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国有钢铁企业兼并重组。
 重点支持优势大型钢铁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充分发挥宝钢、鞍钢、武钢、首钢等大型钢铁企业集团的带动作用，形成3～5家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
强国际影响的企业集团。
重点推进完善鞍钢与攀钢、本钢、三钢等企业，宝钢与广东钢铁企业，武钢与云南、广西钢铁企业，
首钢与吉林、贵州、山西等地钢铁企业兼并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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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十二五"系列产业规划解读》对广大经济工作者、产业研究人员、银行工作人员均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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