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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要闻·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加强土地调控工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７月２５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研究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

五”规划纲要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部署进一步

加强土地调控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劳动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会议指出，为贯彻实施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一五”规划纲要》，国务院决定按照明确政府职责

和市场功能、落实责任主体、突出主要目标和重点

任务的原则，将《纲要》确定的约束性指标、重大工

程和项目、重大改革、重大政策、重要规划，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责任分解落实到各个部门，耕地保有

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指标和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减少指标分解到各地区。会议要求，

各部门、各地区要按照职责分工，制定周密的工作

计划，明确任务和完成时限；牵头部门要切实负起

责任，其他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要加强跟踪分析，

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加强督促检查，适

时组织中期评估。

会议认为，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落实中

央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和调控的政策措施，做了大量

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要看到，当前土地管

理特别是土地调控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建设用地总量增长过快，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

违法违规用地、滥占耕地现象屡禁不止。会议强调，

必须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切实加强土地调控。

（一）调整利益机制。提高征地成本，征地补

偿安置必须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长远生计有保障。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入地方预算，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

用费缴纳标准、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和耕地占

用税征收标准。建立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统

一公布制度。（二）完善责任制度。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和

耕地保护负总责。坚决制止“以租代征”等违法违

规用地行为。（三）健全法律机制。充分发挥国家

土地督察机构的作用，强化对地方政府及土地管理

部门执法行为的监督检查。严肃惩处土地违法行

为，对重大土地违法违规案件要公开处理，构成犯

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议指出，做好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是政府

的重要职责。编制《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十一五”时期扩大就

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调节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

权益作出部署，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高层管理者参考》０６８）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有利于节能的约束和优惠措施
　　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７月２６日在全国节能工
作会议上透露，“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继续完

善相关政策措施，理顺能源产品价格，抑制能源低

成本消费，将低成本使用能源的鼓励政策改为高成

本使用能源的约束政策。同时，相关部门还将择机

出台更有利于节能的优惠措施。

他透露了所谓“高成本使用能源的约束政策”

的具体措施：

要将目前矿业权无偿取得和有偿取得的双轨

制统一改为有偿取得，实现探矿权和采矿权的招

标、拍卖和挂牌出让，还原资源成本；要强制矿山企

业提取安全费用，加大安全投入，还原安全成本；要

建立矿业企业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责任机

制，强制企业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用于

矿山环境的恢复、生态补偿，还原环境成本；要建立

健全员工权益保障机制，所有能源生产销售企业必

须保证员工的基本收入、基本福利等权益，还原人

工成本。

“在上述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理顺包括煤电、

原油与成品油等在内的各类能源产品的比价关系，

使资源、能源的节约利用企业从中受益并快速发

展。”廖晓军指出。

他还透露，相关部门将调整完善现有税收政

策，择机出台更有利于节能的优惠措施。

一是密切跟踪国际油价变化，研究完善燃油税

改革方案，并积极创造条件，推进燃油税尽快出台；

二是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研究制定新

的企业所得税法过程中，考虑将节能设备作为享受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对象之一；

（下转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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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活动·
中国冶金矿山产业高峰论坛在辽宁丹东召开

　　“中国冶金矿山产业高峰论坛”于 ２００６年 ７
月２６日至２７日在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大厦隆重
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中国金

属学会采矿分会和《矿业工程》杂志社共同主办；

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北京世经未来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和丹东东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承办。

矿业界的院士、专家和来自国家有关部门、相关行

业协会、大中型矿山企业、高等院校、设计研究院

所、知名服务机构的主要领导、专家和学者共３２０
多名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２６日全天和２７日上午为主题大会；２７日下午
为技术交流会。技术交流会分为采矿技术交流会

和选矿技术交流会两个分会。主题大会分别由中

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轮值会长、鞍钢集团副总经理

陈平、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首席顾问董稼祥、包

钢集团副总经理丁志云、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传尧、

中国金属学会采矿分会理事长蔡美峰主持。采矿

技术交流分会由东北大学教授孙豁然主持；选矿技

术交流分会由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咨询委员会

副主任焦玉书主持。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会长邹健致《用好新

机遇 迎接新挑战 创新新模式 实现新发展》的开幕

词。原冶金部副部长徐大铨，原冶金部副部长、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顾问吴溪淳，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

会会长邹健，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曾绍金，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局副局长贾银松

和国家科学技术部处长延吉生分别在主题大会上

就“‘十一五’我国钢铁工业及世界钢铁工业发展

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冶金矿山发展的政策环境、市

场环境和创新环境的重大变化；冶金矿山行业全

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

思想及政策”做了详细的报告。

中国工程院院士古德生、余永富、于润仓和孙

传尧；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焦

玉书；中国金属学会采矿分会理事长、北京科技大

学教授蔡美峰；与会的大型冶金矿山领导，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分别在主题大会上就“冶

金矿山的产业趋势、供需形势与市场走势、高效开

采与合理利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规范整合与

中小矿山持续发展、改革管理创新与发展新模式以

及清洁生产生态恢复与绿色矿山”等方面进行交

流。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轮值会长、鞍山钢铁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陈平在主题大会闭幕式上致闭幕

词。

７月２７日下午技术交流会分采矿技术交流会
和选矿技术交流会两个分会场。国内外主要技术

及设备供应商、国内相关企业代表主要交流探讨了

矿山地质、露天采矿、井下采矿、选矿过程中的工

艺、装备、自动化、信息化、节能、安全和环保等技

术。

这次高峰论坛是在中国钢铁工业取得迅猛发

展、冶金矿山行业面临新形势、新机遇、新问题、新

挑战的形势下举办的。两天来，与会的国内矿业界

的院士、专家和来自国家有关部门、相关行业协会、

大中型矿山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领导和专

家们，围绕“机遇·挑战 创新·发展”这一主题，高

瞻远瞩、畅所欲言，就新形势下我国冶金矿山发展

的深层次、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

交流，就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冶金矿山的科学发展提

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新思路、新途径和新举措，取得

了丰硕成果。在技术交流大会上，有关专家学者就

冶金矿山发展的工艺技术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研

讨和交流，取得了更大的成果。可以说，这次高峰

论坛是一次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必将对今后

冶金矿山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用好新机遇 迎接新挑战 创新新模式 实现新发展
———邹健会长在“中国冶金矿山产业高峰论坛”开幕致词

　　今天，“中国冶金矿山产业高峰论坛”在辽宁丹
东隆重开幕了。矿业界的院士、专家和来自国家有

关部门、相关行业协会、大中型矿山企业、高等院

校、设计研究院所、知名服务机构的主要领导、企业

家和代表集聚一堂，共同探讨促进冶金矿山科学发

展的新思路、新机制、新举措，这是冶金矿山界的一

次重要会议，我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大会必

将成为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行业盛会，必将对冶金

矿山产业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我谨代

表大会组委会和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对各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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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欢迎！

冶金矿产资源是工业社会赖以发展的最重要

的矿产资源之一，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具有极

其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我国冶

金矿山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固

定资产投资明显增加，资源勘查开发力度加大，生

产能力持续快速增长，科技进步有重大突破，技术

装备水平逐步提高，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取得新进

展，各项改革平稳推进，企业经营效益全面改善，一

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引起各方面的重

视，并开始着手加以解决。

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对冶金矿产资

源需求将会长期处于上升趋势，产业地位和重要功

能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不断强化，冶金矿山迎来了

新的发展时期。主要特点是：国家越来越重视，产

业地位空前提高；经济拉动强劲，产量处于高位增

长阶段；市场前景看好，矿石价格较长时期保持相

对稳定；适应市场竞争需要，大型化、集团化成为发

展方向；力保资源有效供应，大中型矿山建设步伐

加快；着眼于持续发展，资源争控战愈演愈烈；挖掘

资源潜力，发展循环利用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培植

竞争内力，人才危机引起普遍关注；节能降耗、改善

环保，绿色矿山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

是冶金矿山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冶金矿

山如何适应建设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要求，认真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

俱进，创新发展模式，破解资源、环境、改革三大难

题，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利

用率高、环境污染少、安全有保障、人力资源优势得

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是本

次论坛的主题，也是我们共同的课题，共同的责任

和使命。让我们携手奋进，积极行动，共同为之而

努力奋斗！

最后，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十一五”中国钢材市场发展趋势及对铁矿石市场的影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顾问 吴溪淳

　　一、中国钢铁工业进入了产能过剩时期
２００４年以前，中国一直是钢的净进口国，２００５

年中国净出口钢１２万吨，结束了中国净进口钢的
历史。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的
上升期。钢铁市场需求旺盛，从 ２００２年 ３月至
２００５年３月，长达三年的供不应求状态，钢铁产品
价格逐月上升（中间只有 ２００４年 ５、６两个月回
落）。２００５年４月以后到年底，由于产量增长大于
需求增长和出口不畅，导致市场供大于求，价格逐

月回落。

“十五”期间，中国钢铁工业的大发展，除少数

高附加值钢材品种外，绝大多数品种由生产能力不

足转为生产能力过剩。

从２００６年上半年的钢铁生产和消费情况可以
看出，中国钢铁工业进入了产能过剩时期。

２００６年上半年产钢１９９４６．９６万吨，同比增加
３０７９．５８万吨，同比增长１８．２６％，上半年平均日产
钢１１０．２０万吨，相当于年产４．０２亿吨钢水平。６
月份当月平均日产钢１２２．０６万吨，相当于年产４．
４６亿吨水平。上半年出口钢材１７０９万吨，同比增

长４７．７％；出口钢坯３１０万吨，同比下降３５．６％。
上半年出口钢材和钢坯折算成出口钢２１２８．０９万
吨。上半年进口钢材９４１万吨，同比下降２８．８％；
进口钢坯２１万吨，同比下降７２．５％。上半年进口
钢材、钢坯折算成进口钢１０２２．０６万吨。进出口相
抵后表现为上半年净出口钢１１０６．３万吨，比去年
上半年的净出口钢２３０万吨，增加８７６万吨，占今
年上半年增产钢３０７９万吨的２８．４５％。真正用于
增加国内消费的钢量为２２０３万吨，比去年同期只
增长１３．２４％。特别是 ６月份，当月净出口钢材
２７６万吨，净出口钢坯１００万吨，两项合计折合净出
口钢３９３万吨，占当月钢产量３６６２万吨的１０．７３％
的情况下，由于生产量过大，钢材市场价格迅速回

落，从３月初开始的钢材价格恢复性上升仅仅维持
三个多月又开始进入价格下降通道，而国际市场价

格仍然处于历史最高价位，比我国市场价格高

２０％～３０％。这充分说明，６月份我国钢产量达到
年产４．４６亿吨水平确实是产能过剩了。而且要看
到，当前钢的市场需求是在ＧＤＰ高增长（上半年为
１０．９％，创１９９６年以来最高）和固定资产投资高增
长（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９．８％，同比

３

　　·协会活动·　　　　　　　　　　　　　　　　　　　　　　　　　　　　　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加快４．４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３１．３％，同比加快４．２个百分点）的情况下，钢材市
场价格尚未恢复到去年较好水平，如果 ＧＤＰ和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适当回落，就会进一步显现产能过

剩的严重程度了。

当前，钢铁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仍在迅速增

长。今年 １～５月新增炼铁产能 ７４１万吨、炼钢
１２１８万吨、热轧材１５８１万吨、冷轧材１９６万吨。同
时，５月末在建项目计划新增产能炼铁３９６４万吨、
炼钢５４２９万吨、轧钢中热轧８３１１万吨、冷轧２４７３
万吨。新增产能超过需求增长的态势也说明我国

钢铁工业的发展已由生产能力不足进入生产能力

过剩。

二、“十一五”国内市场需求将继续增长，但增

速将逐年下降

国家“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向建设

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

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迈

进，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７．５％，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耗五年内节约 ２０％，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
五年内节约３０％。经济增长方式要由主要依靠投
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

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向主要依靠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转变；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

向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转变。实现

上述目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十一五”前２～３年
经济增长方式还难于出现较大的转变，后２～３年
将会显现一定程度的转变，钢的消费强度在 ２００８
年后可能出现明显下降。

“十一五”国内市场对钢铁的需求将继续增长

的主要依据是：

１．国家规划“十一五”期间年均 ＧＤＰ增长７．
５％，２０１０年人均ＧＤＰ达到或超过２４００美元，根据
已完成工业化国家的经验，钢的消费将继续增长，

不会出现停滞。

２．国家规划城镇化率由２００５年的４３％上升到
２０１０年的４７％或以上，我国城镇人口五年内将增
加８０００万人，住房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将继续增
加钢的消费量。

３．国家规划“十一五”期间优先发展交通运输
业。五年内新建铁路１．７万公里（“十五”期间新
建铁路投产里程只有０．７万公里）其中新建客运专
线７０００公里（包括京沪高速铁路）。新建高速公路

２．５万公里（“十五”期间完成２．３９万公里），新建
公路 １２０万公里（“十五”期间完成 ３５．１１万公
里）。可以看出“十一五”交通运输业用钢需求量

超过“十五”。

４．振兴装备制造业，重大装备国产化比例将逐
年提高，汽车工业和造船业用钢量将继续稳步上

升。

５．发展现代化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
业和农村消费钢量将比“十五”期间明显增加。

６．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耗，节约水资源，改善
环境质量等等将加快淘汰高能耗设备，加快推广节

能设备，加快建设环保设施等都将增加钢的消费

量。

７．机电设备外贸出口将继续保持适度增长。
２０１０年我国外贸出口将由２００５年的７４００亿美元
上升到１．１５万亿美元，五年至少增加 ４１００亿美
元，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将由２００５
年的５６％上升到６０％左右，机电产品出口用钢量
不会减少，还将适度增加。

“十一五”国内市场对钢铁需求的增长幅度将

逐年回落，主要依据是：

１．钢的表观消费增长率２００３年为２５．７３％是
历史最高，２００４年降到１４．５８％，２００５年是产量供
大于求的一年，估计产量过剩约１４００万吨，扣除过
剩产量，２００５年表观消费增长率应为 １４．０３％，
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在ＧＤＰ和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的情
况下，钢的表观消费增长率为１４．２４％，可以看出，
今后将是逐年下降趋势。

２．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在２００８年以后将会
明显下降。一是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会出现销售利润率的大幅度下降，会抑制投资的

增长。二是因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大规

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已过，固定资产投

资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开始减速，虽然西部地区和

中部地区在增速，但由于在全国总量中所占比例较

低，弥补不了东部减速的影响。

３．我国轻工家电出口的高速增长期已过，目前
我国家电出口已占世界贸易量的３０％左右，继续
增长的空间已不大，出口增速已开始回落。

４．从钢的进出口数量平衡角度看，我国在２００４
年和２００５年两年增加钢产量１３００５万吨，其中用
于顶替进口和扩大出口用钢３６６５万吨，占增钢量
的２８．２％。今年上半年增加的钢产量中用于顶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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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和扩大出口占 ２８．４５％，按上半年净出口钢
１１０６万吨预计全年则为２２３０万吨，国际市场能否
接受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十一五”期间国家将

限制资源型产品出口，低附加值的钢坯和普通低价

值的棒线材、中小型材出口退税有的已经取消，有

的将进一步减少，今后用于出口的钢铁产品增长幅

度必将回落。

５．技术进步、产品创新、新型高强度钢材的开
发和推广应用及用钢行业的技术进步、产品升级，

用钢单耗将逐步下降。

２０１０年国内钢的需求预计
根据国家制订的“十一五”发展规划和“十五”

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和钢铁需求增长的变化规律，

２０１０年国内生产总值按２６．１７万亿元预计，钢的消
费强度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消费１８００吨钢考
虑，２０１０年我国内消费需要钢４．７２亿吨，比２００５
年增加１．２亿吨，平均每年增加２４００万吨左右，人
均消费钢量由２００５年的２６９公斤上升到３４７公斤
左右。从钢的消费量看，我国到２０１０年将进入工
业化后期阶段。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较快的情

况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过多，计划投资总

额过大（２００６年５月末，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１５．
１０万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９％），今明两年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幅度将在２０％ ～２５％左右，对 ＧＤＰ增长
的拉动作用仍然很大，国家规划２０１０年的ＧＤＰ２６．
１７万亿元的目标有可能提前一年实现，钢的需求
量也可能提前一年达到４．７２亿吨。如果能保持今
年上半年的净出口水平，则２０１０年需要生产钢近５
亿吨。

三、“十一五”中国钢铁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多

１．由于中国钢铁工业进入产能过剩时期，先进
产能和落后产能争夺市场的竞争将随着国内市场

供求关系的改变逐渐激烈起来。市场价格回升，销

售利润率过大，导致落后产能释放，市场供大于求，

价格再度回落。在落后产能彻底退出市场之前和

少数几个大集团对市场控制力形成之前（即产业集

中度问题解决之前）我国钢铁市场从总体上看不可

能走上稳定之路。

２．国际钢铁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进出口不稳
定因素增加，对国内市场影响增大。

２００６年１～５月份，我国主要钢材品种出口占
生产量的比例如下：

大型材 １６．３０％，线材 ６．４７％，特厚板 １０．
８１％，厚板 ７．４６％，中板 ７．０５％，中厚宽钢带 ８．
０４％，热轧薄宽带１５．４６％，热轧薄板１５．２０％，冷
轧薄宽带 １１．６５％，镀层板带 １７．１０％，涂层板带
１３．７１％，无缝钢管１３．８３％。以上品种如果出口受
阻必将对国内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２００６年１～５月份，进口钢材主要品种占我国
内市场的占有率（即占我国内消费量的比例）如下：

板带材合计占８．９７％，其中：特厚板２．２５％，
厚板１．６６％，中板３．１１％，中厚宽钢带５．０８％，热
轧薄宽带１１．８４％，冷轧薄板６．５１％，冷轧薄宽带
２８．８６％，镀层板带３１．３７％，涂层板带１５．０３％，电
工钢板带２３．４３％，无缝钢管５．６６％。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进口的高附加值钢材在国

内市场的占有率仍然较高，今后我们和进口钢材争

夺国内市场将主要表现在高附加值产品上。

今年进口钢材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市

场需求旺盛，价格较高。一旦国际市场出现供大于

求，价格下落，我国进口钢材数量仍然可能回升。

３．全球和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都在增加，新增
产能投产时间不均衡，地区分布不尽合理，与需求

增长速度不匹配，出现阶段性、结构性、地区性产需

失衡的机率增多。

今年６月份全球６２个产钢国家和地区共生产
钢１０３７６．７万吨，同比增加１４１５．３万吨，增长１５．
８％。这是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钢产量增速最高的月
份。扣除中国后全球产量增长 １０％，仍然是近几
年来增长最高的月份。其中欧盟 ２５国增长 １３．
４％，北美增长１２．６％，独联体增长２３．２％。中国
的钢产量６月份占全球产量的３５．２８％。今年上半
年全球产钢５９３３７．９万吨，同比增加４８１８．４万吨，
增长８．８％，扣除中国后增长３．５％，而去年上半年
扣除中国后全球只增长 ０．６％。除中国外全球钢
产量的增长中有原有产能释放和新增产能投产两

种因素。中国也是两个因素，市场价格回升较大，

落后产能不但不能淘汰，而且还在继续增加。６月
份中国非钢铁协会会员企业（绝大多数是年产１００
万吨以下中小企业）生产钢８３４．７２万吨，平均日产
２７．８２万吨，已相当于年产１０１５４．３万吨水平，占全
国钢产量的比例已达２２．７９％。产需布局不合理矛
盾加剧，河北省６月份产钢８６０万吨，同比增长２７．
１％，高于全国平均１８．５％的８．６个百分点，平均日
产钢已相当于年产１．０４６亿吨水平。年产钢 ５０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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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以上的企业生产的钢占全国钢产量的比例上

半年为４６．３３％，比去年同期下降１．７７个百分点，
产业集中度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仍在继续下降。今

年１月份平均日产钢９７．３１万吨，２月份１０５．２万
吨，３月份１０６．０９万吨，一季度平均日产钢１０３．５４
万吨；４月份１１２．３７万吨，５月份１１５．９万吨，６月
份１２２．０６万吨，二季度平均日产１１８．０７万吨，按
日产水平计，二季度比一季度环比增长１４．０３％，而
ＧＤＰ环比只增长９．７％，（一季度 ＧＤＰ增速为１０．
３％，二季度为１１．３％），产量增长过快，市场消化
不了，必然造成价格不稳。

４．以石油为代表的全球能源供需不稳定，国际
市场不断上涨的石油价格和美元贬值对全球经济

影响因素增多，国际市场钢材价格变动周期缩短。

中国外贸顺差较大，外汇储备不断升高，人民币升

值压力增大，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处于下降通

道。上述因素不稳定程度增加，都会间接或直接影

响全球和中国国内钢铁市场的稳定。

四、“十一五”中国铁矿石市场展望

“十五”以来，随着钢铁市场需求旺盛，钢铁产

品价格逐年升高，铁矿石价格也逐年升高，拉动了

铁矿山采选建设，使铁矿石、铁精矿供给能力自

２００２年以来逐年增加，为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做出
了很大贡献。我国铁矿采选企业和科研、设计单位

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增强，科研成果成绩突出，支撑

了我国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功不可没。

按国家统计的规模以上矿山企业生产的铁矿

石２００５年达到４２０４９万吨，比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２５６万
吨增加近 ２亿吨，年均增长 １６．８８％，扭转了“九
五”期间年均递减２．９７％的被动局面。２００５年当
年铁矿产量增长 ３５．６％，今年上半年生产铁矿石
２４５５６．２１万吨，继续保持了增长 ３５．０４％的高速
度。铁矿采选建设投资迅速增长，２００３年投资５０．
０７亿元，２００４年 １３２．９４亿元，２００５年 ２８１亿元，
２００６年５月末，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５４８．３８亿元，
前５个月已完成９２．２３亿元，可以肯定，今年完成
投资额仍将超过去年。

对今后几年国内铁矿石市场发展的几点看法

如下：

１．铁矿与废钢相比仍然是有竞争力的钢铁原
料，铁矿价格会在较长时期保持较高价位。

２００４年我国进口废钢１０２２．５５万吨，平均单价
２１８．２美元／吨，２００５年价格上涨到平均进口单价

２５７．３６美元／吨，进口量１０１４．３２万吨，比上年减少
０．８％，进口平均单价上升３９．１６美元／吨，价格上
涨１７．９４％。而进口铁矿石全国平均单价由２００４
年的６１．０９美元／吨，上升到 ２００５年的 ６６．７４美
元／吨，上涨５．６５美元／吨，涨幅为９．２４％，大大低
于进口废钢涨幅。有进口废钢价格的比较，铁矿石

价格不可能大幅度回落。我国社会废钢产出量今

后几年不可能大幅度增加。

２．国际铁矿供应商的垄断地位已经形成，打破
他们的垄断地位，必然下大力量培养新增生产能力

（包括国内投资建设新矿山）。在此之前，即使阶段

性出现供大于求，垄断巨头可以通过主动减产维持

一定的有相对较高利润率的市场价格。国内矿价

与进口矿价的紧密联系程度将大大高于“十五”时

期。国内矿价与今后将主要跟随进口矿价浮动（包

括海运费和内陆运费的升降影响）。

３．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国策将逐步提高矿
产资源使用税（矿山资源税费等）钢铁企业使用扭

曲的低价原料时代将逐渐成为过去。矿山企业超

过１０％的销售利润率（２００５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
规模以上铁矿采选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为 １４．
４６％）将由于成本的上升（包括不能抵扣的税费的
增加）而回落。

４．国家“十一五”规划已明确提出“要积极利
用低品位铁矿资源”，今后将出台鼓励政策，有自己

矿山的钢铁企业和独立矿山企业将抓住有利时机

充分利用低品位铁矿和有经济价值的尾矿，今后几

年我国将能够保持自给矿山的快速增长。“十一

五”期间生铁产量的增长速度将逐渐低于钢的增长

速度，铁钢比将由目前的０．９５回落到０．９２，新增生
铁产量依靠国内铁矿增长将能够维持在５０％左右
（２００６年上半年为４８％），对进口铁矿的依存度目
前在５３％左右不会进一步上升。
５．由于矿石（铁精粉、球团）来源地（矿山采选

厂和进口矿到岸港）到钢铁厂的运距不同，地区自

产矿满足钢铁厂需要的程度不同，我国钢铁厂对铁

矿的采购成本差异将长期存在，各地方自产的市场

价格差异将长期存在。

６．由于国产铁矿顶替进口铁矿的市场空间较
大，国内铁矿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将低于国内钢材市

场价格波动幅度，主要受进口矿长期合约定价和海

运费长期合约定价的影响，和钢材市场比较处于相

对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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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冶金矿山发展战略的思考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会长　　邹　健

　　“十五”时期是冶金矿山发展史上极其不平凡
的五年，全行业摆脱了长期经营困难的局面，资源供

给能力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产业地位不断

提高，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升，资源深加工、综合利

用和矿区环境治理日益得到重视，职工精神面貌发

生了深刻变化。

２００５年，全国铁矿查明资源储量在连续多年下
降后首次出现增长，同比增长０．８５％；全国规模以
上企业铁矿石产量４２０４９．２７万吨，锰矿石产量突破
１０００万吨，均创历史新高。全年采选累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２８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４．６％。规模以上
铁矿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１２７９．８４亿元，实现利润
２００．６５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２４．１２％和３７．５％。大
型矿山强化高效开采、赤铁矿选矿工艺和装备等关

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采选综合回收率提高了３个
百分点，其中大中型露天矿山回采率达到９６．２４％，
井下矿回采率达到 ８１％，选矿金属回收率超过
８０％。铁矿平均生产规模提高了 ３８．６％。建成了
一批国际领先、高产高效、绿色环保的现代化企业，

大中型矿山技术装备水平、生产效率都在逐年提高，

带动了行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在冶金矿山发展过

程中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如：

资源保障程度低，损失浪费严重。现已探明铁

矿保有储量 ５９０亿吨，达到详查程度的仅占 ３１．
５％。未利用资源中，可供开发利用的基础储量仅占
２０％。最近几年铁矿价格上涨，出现开发秩序混乱，
资源富集区小矿遍地开花，急功近利，造成资源损失

浪费严重。一些大型矿区被肢解分割，大型矿山企

业和资源枯竭矿山后备资源缺乏。

开发利用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低。全国各

类铁矿山 ６８００多处，平均生产能力约 ６万吨／年。
规模以上矿山企业仅占全部矿山总数的２３．５％，最
大的１０家矿山企业总产量仅占全国产量的２５％，
缺乏一批对全国铁矿供需平衡和市场稳定具有一定

调节能力的特大型矿山企业，行业内出现无序竞争

现象。

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治理滞后。矿山废石尾矿

大面积堆置、废气粉尘大量排放、矿区水均衡遭受到

破坏、采矿诱发地质灾害等造成水土流失，植被破

坏，土地沙漠化，影响矿区地形地貌。特别是近年来

对低品位矿的大范围利用，给环境和地貌的伤害是

空前的。７０％－８０％的小型矿山，尾矿库、排土场没
有达到安全环保的要求，部分小矿山废石、尾矿乱排

乱流，应引起高度重视。

快速发展的背后潜伏经营风险：近几年钢铁工

业的快速发展，拉动了铁矿资源的需求，价格大幅上

涨，采选投资连续３年高速增长。在铁矿石价格高
位运行下引发的扩产投资项目，大多数开发难度大、

产品质量差、生产成本高，面临着国内钢铁增速放

缓、国际矿石产能迅速释放和国际矿石价格下滑的

严峻挑战。

还有科技水平偏低，生产技术和装备依然落后；

行业整体改革的力度没有到位；三分之二的国有大

中型矿山进入中晚期，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很多等等。

随着国民经济和钢铁工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资

源需求总量不断增加，资源、环境、人才短缺的压力

进一步加大。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地制定

冶金矿山发展战略，促进产业在新时期取得新的发

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现实而具有深远影响的

重要任务。

就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下七个方面的看法，和大

家一起讨论。

一、实施以“提高资源供给能力和保障程度”为

目标的资源发展战略

落实《“十一五”国土资源规划纲要》，强化资源

规划管理，科学合理划定国家规划矿区和对国民经

济具有重大价值的矿区，做好大型矿山企业后备资

源的认定，矿权设置要与国家和地方重大工程建设

相配套，与矿山开发资质相适应，与矿山生产建设规

划相衔接。

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精神，

加大地质勘查力度，充分挖掘国内资源潜力，努力实

现地质找矿新的突破。加强矿山生产过程中的补充

勘查，加快资源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推进现

有矿山深部和外围的地质勘探，积极寻找或扩大接

续资源，开展共伴生矿产、复杂难采选、尾矿等的综

合评价、勘查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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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

遏制无证开采、越界开采、乱采滥挖、浪费破坏资源

的现象，解决大矿小开、一矿多开，肢解分割大型矿

区等问题，制定开采资质管理办法，严格市场准入标

准，促进冶金矿产资源合理有序开发。

建立保护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的体制和机制，

实行资源回收利用效率和最低技术水平准入标准，

完善资源有偿取得和资产化管理制度，推动发展循

环经济，鼓励和支持矿山企业开发利用低品位资源、

难采难选资源和二次资源，扩大资源供应来源，不断

提高资源回收率，降低资源消耗。

二、实施以“解决影响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

术，依靠科技进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目标的科

技发展战略

加大科技投入，推进技术创新。重点对资源勘

查、复杂难采难选矿、高效节能采选装备、资源综合

利用、环境保护、矿山信息化、自动化和管理科学等

领域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组织科技攻关，培植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高冶金矿山的整体

技术水平。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以信息、咨询、技术服务为内容

的科技服务体系，鼓励支持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同

矿山企业合作，促进知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积极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推动企业发展。

积极推广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建设和改

造一批高效节能环保的大型现代化矿山；大力推广

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节能材料和装备，促进节能降

耗；重视生态“友好型”适用技术和资源循环利用技

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因地制宜地制定鼓励性、限

制性、禁止性采选方式和采选技术名录，采取有力措

施淘汰一批落后的采选加工工艺、技术及设备。

创新人才工作机制，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建立人

才汇集机制，多种形式引进优秀人才，鼓励和支持大

中专毕业生到矿山工作，提高科技人员的比重；建立

和发展面向全体职工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推行关键

岗位持证上岗制度，提高技术工人的整体素质；创建

学习型企业和学习型行业，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

三、实施以“深化企业改革，调整结构和布局，

提高产业集中度”为目标的规模经营战略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用新的机制建立规

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

制度改革，建立有效制衡、有效约束、有效激励机制。

积极探索行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重组、联合、上市

等方式，实现股权多元化。钢铁联合企业的矿山，要

借鉴鞍钢对矿山改革的经验，建立内部产品价格市

场结算机制，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切实转换经

营机制，增强竞争活力。

调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通过严格矿山准入条

件和实行矿床最低开采规模限制，使矿山开采规模

与矿区的储量规模逐渐相适应，淘汰一批落后的生

产能力低的矿山。对影响大矿统一开采的小矿，凡

能够与大矿进行资源整合的，由大矿采取合理补偿、

整体收购或联合经营等方式进行整合。对各类小矿

山，都要按照规模化、集约化的原则进行统一规划，

整改联合，重组改造。

优化资源开发布局，规范资源市场和矿业权管

理，加快大型矿山建设步伐。以产权为纽带，按照市

场运行规则，通过政策引导，积极培育跨地区、跨行

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型矿山企业集团和区域

性矿山企业集团，有效提高冶金矿山产业集中度，稳

定资源供应形势，适应国际化竞争的要求和趋势，促

进行业做大做强。

四、实施以“发展循化经济，加强环境保护，实

现生态修复”为目标的绿色矿山战略

更新资源开发和利用观念，正确处理好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的关系，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要求，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尾矿、废石资源化利用、无

害化处理，有效控制和减少矿山固体废弃物的产生

与排放，从源头上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水

平。

建立矿山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要按照“谁污

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落实治理资金

和治理措施，加快废弃矿山和老矿山的土地复垦、生

态恢复和治理。对新建矿山必须充分考虑水资源保

护、土地复垦、地质灾害防治问题，减少和避免矿山

开采对水资源、耕地和地表的破坏。

推进绿色环保和清洁生产。对矿区环境保护、

生态绿化和复垦工作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加大

投入，明确目标和责任，全面开展矿区绿化、美化、净

化工作。改进操作技术和管理方式，采用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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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和装备，促进企业清洁生产的不断深化和持续

改进。

五、实施以“提高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为目

标的数字化战略

近２０年来，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先导的
世界新技术革命成果，迅速渗透到冶金矿山领域，发

达国家在实现生产工艺综合机械化、大型化的基础

上，向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方向发展。机器人与

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相接合，为矿山自动化开采开

辟了新的途径。高性能大型设备、计算机系统监控

和自动调度的大型露天开采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

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等等，信息化已成为工业化的火

车头。我们要抓住机遇，利用现有信息技术加快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

术，改造生产工艺，实现生产过程可视化、自动化、智

能化；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实现企业管理科学化、规

范化和信息化；改造信息系统，实现知识管理网络

化；改变采购和营销手段，实现商务运营电子化。

六、实施以“矿山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

目标的企地合作战略

要正确处理矿山经济持续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关系，加强企地合作，走出一条矿业发展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繁荣促进矿业持续发展的

新路子。

加快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将国有大中型矿

山企业兴办的普通中小学、公安、医疗、消防、居委会

和离退休人员管理等社会职能单位、资产和人员剥

离出来，移交当地政府管理。有条件的可以将企业

后勤服务机构资产、人员分离出来，移交当地政府管

理，与当地政府的市政服务机构进行整合重组。

努力推进主辅分离工作，与地方合作，分流安置

富余人员，促进矿山主业精干高效。在资源保护、矿

区治安等方面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为国有

大中型矿山企业的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

平安矿区、和谐矿区的建设。

要把矿区经济发展融入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总

体规划，努力发展矿山接续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和社

会协调发展，努力保持社会稳定。

七、实施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

目标的国际化战略

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

供了条件，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有利条件，鼓励冶金矿

山对外投资，积极开发和利用国外资源，弥补我国冶

金矿产资源的短缺和不足。

加强国际间技术交流合作，搞好重大关键技术

与装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加快国产化进程；鼓励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装备出口，参与国际矿业

开发。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大型、高效、装备精良的

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冶金矿山产业，不仅是行业自

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保障资源安全供给的需要，更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让我们抓紧工

作，不懈努力，为实现冶金矿山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努

力奋斗，再创新的辉煌。

中国冶金矿山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中国冶金矿山产业高峰论坛主题大会闭幕词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轮值会长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陈　平

尊敬的吴溪淳部长、徐大铨部长，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冶金矿山产业高峰论坛主题大会经过近

两天与会专家、学者紧张热烈而深入的研讨，圆满

完成了各项议程，胜利落下帷幕了。

这次高峰论坛是在中国钢铁工业取得迅猛发

展、冶金矿山行业面临新形势、新机遇、新问题、新

挑战的形势下举办的。两天来，与会的国内矿业界

的院士、专家和来自国家有关部门、相关行业协会、

大中型矿山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领导和同

志们，围绕“创新、发展”这一主题，高瞻远瞩、畅所

欲言，就新形势下我国冶金矿山发展的深层次、全

局性、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就新形

势下如何推进冶金矿山的科学发展提出了许多建

设性的新思路、新途径和新举措，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接下来进行的技术交流大会上，有关专家学者还

将就冶金矿山发展的工艺技术方面的问题进行深

入研讨和交流，定将取得更大的成果。可以说，这

次高峰论坛是一次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必将

对今后冶金矿山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新一轮的快速发展过程

中，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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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的深入推进，作为国民经济基

础产业的冶金矿山产业地位空前提高，担负的经济

社会责任日益加大，特别是能源、资源消费增长迅

速、供需矛盾突出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等问题已成

为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对冶金矿山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冶金

矿山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

全新的发展课题和巨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适应市

场需要，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整

个冶金矿山行业和每一个冶金矿山企业当前和今

后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问题、新挑战，冶金矿

山的同仁们应该牢记自身担负的重大责任和光荣

使命，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牢固树立和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与时俱

进，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着力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特别是

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在不断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

水平上下功夫，切实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努力实现

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促进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让我们热烈祝贺这次高峰论坛主题大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冶金矿山行业“对标挖潜”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
　　为了总结冶金矿山行业开展“对标挖潜”工作
的经验，安排部署今后“对标挖潜”工作，推动此项

活动不断深入开展，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与中国

价格协会冶金矿山价格研究会共同组织，于２００６
年７月１８日 ～２１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了第三届全
国冶金矿山行业“对标挖潜”工作会议，来自全国

大中型冶金矿山企业近８０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国价格协会冶金矿山价格研究会秘书长关

维仲主持会议，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顾问董稼祥

做了冶金矿山行业开展“对标挖潜”活动的工作报

告。

会议总结了近两年来冶金矿山行业开展“对

标挖潜”工作的先进经验，分析了企业面临的国

内、国际市场形势，明确了深入开展“对标挖潜”工

作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会议上，首

钢矿业公司、邯邢冶金矿山局、鞍钢齐大山铁矿、马

钢集团公司的领导分别介绍了开展“对标挖潜”活

动的情况，各企业间交流了开展“对标挖潜”活动

的经验。

会议对“对标挖潜”十佳企业和先进个人进行

了表彰。

为了把冶金矿山行业“对标挖潜”工作进一步

推向深入，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与中国价格协会

冶金矿山价格研究会决定“对标挖潜”十佳企业及

先进个人评选每两年举办一次。 （揭香萍）

关于表彰“对标挖潜”十佳企业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我们冶金矿山行业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通过
开展“对标挖潜”活动，企业管理不断加强，各项经

济技术指标连创历史新高，经济效益大幅增加，生

产经营呈现一片繁荣局面。这是我们广大冶金矿

山员工，不断深化对“对标挖潜”活动重要意义的

认识，积极主动自觉地投入“对标挖潜”活动取得

的显著成果。为总结“对标挖潜”活动的先进经

验，表彰奖励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藉以推动“对

标挖潜”活动深入持久发展，经两会研究决定，评

出十个“对标挖潜”十佳企业和十五个先进个人给

以表彰。

“对标挖潜”十佳企业：首钢矿业公司、太钢矿

业分公司、鞍钢鞍山矿业公司、鞍钢鞍山矿业公司

齐大山铁矿、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上海梅山矿业

公司、武钢矿业公司、酒钢镜铁山铁矿、马钢集团公

司、安钢舞阳矿业公司。

先进个人：秦树军、刘明霞、高万福、杜占杰、宋

学增、谷冬青、马维富、侯明高、刘增社、郭世愿、范

宝科、孙承菊、姚桂梅、张存记、孙凤芝。

希望受表彰的十佳企业和先进个人，再接再

励，在今后的对标挖潜工作中创造更大更好的业

绩。也希望其他企业向先进看齐，学习他们的先进

经验，共同努力使冶金矿山行业的对标挖潜工作跃

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
中国价格协会冶金矿山行业价格研究会

　　二ＯＯ六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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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动“对标挖潜”深入发展
为振兴冶金矿山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顾问董稼祥在冶金矿山“对标挖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过去两年来，冶金矿
山开展“对标挖潜”工作的先进经验，研究和提出下

一步工作的主要任务、目标和措施，推动对标挖潜

活动继续广泛地开展下去。

下面，我就过去两年冶金矿山企业开展对标挖

潜工作情况作一简要回顾，并对下一步如何继续搞

好对标挖潜工作谈点初步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生产经营形势蓬勃发展

钢铁生产快速增长，铁矿石产量增幅高于生铁

产量的增幅，进口矿继续大幅增加。２００６年１－５
月份，全国累计生产生铁 １５８１８．３４万吨，粗钢
１６２６８．４９万吨，成品钢材１８０５９．７９万吨，同比分别
增加２７５５．４７万吨、２５５５．９５万吨和３５６１．５７万吨，
增幅分别为２１．１％、１８．６％和２４．６％。全国规模以
上铁矿企业累计生产铁矿石原矿 １９１２３．９５万吨，
同比增加４５７６．６５万吨，增幅达到３１．５％。铁矿石
产量的增幅高于生铁产量增幅１０个百分点。
２００６年１－５月份，铁矿石进口继续增长，累计

进口１３２６２．５６万吨，同比增加２３２４．５３万吨，增幅
２１．３％。

全国重点大中型矿山１－５月份累计生产铁矿
石原矿５２３５．５３万吨、成品矿２４２５．５９万吨、铁精矿
２２３７．０１万吨，同比分别减少１１３．１５万吨、９９．０１万
吨和８６．０９万吨，降幅分别为２．１２％、３．９２％和３．
７１％。这说明全国重点大中型矿山的产量在全国
总产量的比重进一步降低。１－５月份，河北省铁矿
石产量７２３４．３２万吨，同比增长５０．７％、辽宁省铁
矿石产量３５８９．１４万吨，同比增长１６．６％、内蒙区
铁矿石产量１３０６．１３万吨，同比增长３２．５％、山西
省铁矿石产量１０６３．４２万吨，同比增长１７．７％、四
川省铁矿石产量９２３．７０万吨，同比增长４０．９％、山
东省铁矿石产量５８５．２８万吨，同比增长５７．９％。

二、“对标挖潜”工作成效显著

“对标挖潜”工作取得成效，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有所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继续增强。２００５年
重点露天铁矿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达到１１４４９吨／
人，同比增长１０．６％；８０吨以上电机车效率为１２９．

９６万吨／台年，同比增长４７．７％；牙轮钻机效率为
３６６０２米／台年，同比增长１３．６％；汽车效率为１１０．
７８万吨／台年，同比增长９．５％。各项消耗指标有
所下降：电力消耗为１．３６度／吨，同比下降４．９％；
炸药消耗２４７１．１４千克／万吨，同比下降６．７％。

重点地下铁矿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达到１５９０
吨／人，同比增长７．１％；铲运机效率为３．５６万吨／
台年，同比增长２．３％；电力单耗为１４．３１度／吨，同
比下降２．１％；炸药消耗６０７６．５７千克／万吨，同比
下降４．０％。

重点选矿厂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达到 ５０３７
吨／人，同比增长 ９．４％；磨矿机利用系数为 ２．６８
吨／立米台时，同比提高２％；作业率为８３．４６％，同
比提高１．６％，电力单耗为３１．０４度／吨，同比下降１
个百分点。磁铁矿精矿品位达到６７．１４％，同比提
高０．２４个百分点，赤矿及多金属矿的精矿品位也
提高了０．６３个百分点。

同时，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产品结构调整

取得新的进展，企业改革继续深化，企业管理进一

步加强，市场竞争能力有了新的提高。全国大中型

矿山的经济效益近三年持续走好。今年１－５月份
实现利润１９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利３亿元，增加幅
度１８．７％。

三、冶金矿山开展“对标挖潜”活动的主要经验

第一、开展“对标挖潜”活动的认识进一步增强

各企业把“对标挖潜”活动作为促进生产稳定、

技术进步、效率提高、质量改善、成本降低的重要举

措。通过对标管理，促进车间、班组核算标准化，增

强成本管理意识，带动各项专业管理，促进管理水

平的提高；通过对标管理，分析差距，制定目标，挖

掘潜力，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低成本运行；通过对

标管理，切实开展节能降耗攻关和各项重点技术指

标的攻关，实现重点技术、经济、质量指标新的突

破。这些方面，荣获首届“对标挖潜”十佳企业的单

位：首钢矿业公司、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太钢矿业

分公司、鞍钢鞍山矿业公司、鞍钢鞍山矿业公司齐

大山铁矿、上海梅山矿业公司、马钢集团公司、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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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公司、酒钢镜铁山铁矿、河南安钢舞阳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等企业都有很好的经验。

第二、逐步建立了“对标挖潜”的组织体系、指

标体系、控制体系和核算体系

马钢公司成立矿山系统对标挖潜领导小组，副

总经理任组长，总经理助理任副组长，公司产业部、

财务部和各矿山行政领导任小组成员，负责日常工

作。集团公司每年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目标，制定下

发矿山系统对标挖潜工作计划，明确对标的指标和

达到的目标，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对标挖潜办公室

根据指标值变动情况，及时组织人员对其调研、指

导和帮助各矿山解决出现的问题。在矿山层面上，

首先各矿山行政主要领导亲自担任对标挖潜领导

小组组长，根据本矿的实际制定对标挖潜目标和相

应的重点措施；其次，各矿都落实专门部门和专人

负责此项工作；第三，各矿山车间一级也根据本矿

下达的对标目标分解到班组和个人。因此，马钢建

立的从上到下的对标挖潜组织网络体系确保了对

标挖潜工作的顺利和有序的开展。

首钢矿业公司建立采矿、选矿、球团、烧结、运

输五个系统的６０项技术经济指标评价体系，以经
济效益为中心，突出劳动效率、产品质量、设备效

率、主要能耗等，反映企业的综合管理水平。并由

以往的年度汇集评价指标排名水平，转变为按月度

与同行业同期指标进行对比，将参与对比的单位数

量逐步扩大，基本上涵盖全国大中型以上同类企

业，便于及时了解行业整体发展动态，开阔视野。

同时围绕公司确立的攻关目标，内部各单位结合自

身实际，细化分解各项指标，完善指标体系，并落实

到专业、车间、班组、岗位和机台，分解到岗位细化

控制。通过一系列过程，保证了对标挖潜工作落实

到实处。

太钢矿业分公司通过制定对标挖潜领导干部

岗位责任制，建立了机关职能处室负责人、矿长、副

矿长、分厂厂长、工段长对标承包指标考核体系，每

月进行对标挖潜增效考核，每季召开一次对标分析

会，通过找差距、定措施、定目标，推进对标挖潜工

作。

第三、强化成本管理，全面预算控制，细化指标

分解，实行动态监管

邯邢局在注重资源储备，扩大生产规模和产品

质量的同时，十分关注成本控制。在坚持强化成本

管理的理念下，各生产单位在细化成本核算的同

时，积极推行工序成本核算，严格成本考核。首先，

细化工艺流程，合理分解费用指标；规范各工序物

资流程，强化领发料过程控制；实行动态管理，开展

过程控制；严谨考核据实兑现。其次，开展成本分

析，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全局每季度召开一次

经济活动分析会，厂（矿）每月召开一次分析会，车

间每旬召开一次分析会、四次班组会。总结生产过

程创造的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再次，

根据设定的统一模式下的工序核算，进行各车间、

各单位之间指标的对标分析，开展对标挖潜降低成

本消耗，提升成本管理工作。广大员工由被动降耗

逐步转化为主动抓管理，有力地促进了全局整体管

理水平的提高。

齐大山铁矿在实行全面预算管理过程中不断

探索，以成本核算为基础，以行业先进指标为标准，

建立集中核算体系，确立全面经营项目和经营目

标。以预算为切入点，由一般的财务核算功能转变

为以监督、控制、管理为重点，以满足成本管理的事

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分析为特性，强化现代成本

管理的全过程、全方位、动态、连续、实时控制的运

行模式。在预算实际执行中，坚持按月从总厂到分

厂到车间等各个层次进行成本、利润分析，按季度、

半年、年度举行生产经营情况分析会，及时制定措

施，解决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财务组及时组

织矿经济核算委员会，分析各项预算指标的超、降

原因，找出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缺陷及漏洞，根据实

际生产经营情况及时动态调整，促进管理更加科学

合理。对预算进行调整严格把关，必须经过申请、

审议、批准三个主要程序，保证预算的严肃性。

梅山矿业公司在日常生产过程中，由对标管理

小组将指标分解至各个车间（科室），再由各车间

（科室）分解至每个岗位和职工，真正实行“每日对

标、按旬分析、月度总结”的管理模式；实行每月、每

天、每班、每人预算控制制度，即全企业自上而下在

生产之前做好计划、预算工作，让每个职工清楚认

识到他每班该做什么，需要完成多少产量、要消耗

多少材料、备件等，在各项指标执行之前做到心中

有数；实行生产过程监控制度，由职能科室全过程

控制车间物耗领用、设备维护，产品产量、产品质

量，安全规范、现场管理等工作，车间全过程监控班

组、职工每日的基础工作，职工在每月对标的基础

上及时发现问题逐级上报、及时处理，使各项指标

的执行在计划范围内向最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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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各项指标编报及时准确

各冶金矿山企业负责对标挖潜日常工作的同

志，常年坚持不懈做好指标汇编统计工作，为推动

对标挖潜工作深入开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

提出表扬的是安钢舞阳矿业公司的谷冬青同志。

安钢舞阳矿业公司是具有采矿、选矿、球团生产的

综合型矿山企业，产品品种多，对标挖潜涉及的指

标也相应较多，不仅有技术经济指标，也涉及到财

务指标，但该单位能够做到每月按时、全面填写上

报对标月报。希望参加对标挖潜活动的单位和负

责日常工作的同志向舞阳矿业公司和谷冬青同志

学习。

四、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管理，依靠科技进

步，把冶金矿山“对标挖潜”活动推向深入

虽然，过去两年，冶金矿山在开展对标挖潜工

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提高冶金矿山市场竞

争力和促进冶金矿山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积累了许多典型做法和经验。同时在开展这项工

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共同研究，逐步改善。

一是部分企业仍然没有把对标挖潜工作作为

重点工作来抓，领导、机构人员和措施都不到位；

二是群众动员不够广泛，没有形成全员参与的

气氛，多数职工对自己所承担的对标指标不清楚，

考核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三是对标措施不力，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没

有真正把对标工作和企业改革、管理和技术进步结

合起来；

四是对标报表填写不认真，报送不及时，甚至

有些企业根本不填报；

五是指标分析、汇总和反馈工作不能满足企业

开展对标活动的要求。

在当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深入广泛

开展对标挖潜工作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在

深化企业改革，加强企业管理的同时，更多的依靠

技术进步，推动对标挖潜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关

于下一步工作，我想谈几点初步的想法，供大家讨

论时参考。

１．进一步加深认识。实践证明开展对标挖潜
活动，对改善冶金矿山企业经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开展对标挖潜工

作重大意义和作用的认识。这在当前形势下，尤为

重要。最近两年矿石价格上扬，矿山企业效益普遍

好转，我们有些企业的领导产生了以价代管现象，

追逐价格效应，忽视企业管理。以至出现效益上去

了，指标降下来的危险倾向，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

重视。当然，我们应该重视价格效应，但是我们更

不能忽视管理的重要作用。因为企业竞争归根结

底是产品成本的竞争，谁家企业管理搞上去了，成

本降下来了，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２．抓好科技创新。对标挖潜的最终目的是要
使矿山企业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日益提高。要达

到这一目的，光靠加强管理是不够的，必须集中精

力抓好科技创新。只有通过科技手段改革生产工

艺，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技术指标，并且使其无

法逆转。

３．搞好对标分析。我们两会今后要把对标挖
潜工作的重点，从单纯的汇总报表数字，转移到对

比分析上。找出差距并分析产生的原因，从而有的

放矢地指导各矿山企业通过指标分析，找出改善企

业经营管理的目的。各矿山企业也应该在这方面

多下功夫，使我们的对标挖潜工作有一个实质性的

飞跃。

４．开展经验交流。下一步，我们两会除了坚持
每年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交流各企业的对标挖潜

工作经验以外，还要通过现场会议的办法，重点交

流推广典型经验。例如：发展循环经济、综合利用、

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方面的典型经验，把对标挖潜

推向更深入的层面。

５．坚持做好日常工作。对标挖潜是一项综合
治理企业的工程体系。除了动员群众，全员参与，

抓好上述四项工作以外，还必须坚持抓好日常工

作。这里包括配备得力人员，建立完善经济技术指

标体系，正确及时填报各项报表数据，为各矿山企

业提供真实可靠的对标挖潜资料。这些事情看似

简单容易，做起来确相当繁琐，而且必须持之以恒，

才能推动对标挖潜工作健康持久发展。

我们深信通过各矿山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一步

冶金矿山企业对标挖潜工作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

成就，为冶金矿山的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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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为企业插上现代工业管理的翅膀

　　 首钢矿业公司把信息化建设，作为提高创新
能力、降低各种消耗、谋求最佳效益、优化资源配

置、保护生态环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加大投入，强化硬件和网络建设

多年来，首钢矿业公司非常注重信息化建设，

并做了整体规划。实施两期网络工程，铺设光缆

２００公里，２３个局域网与主网相联，首钢矿业公司
机关、主业厂矿、直属、辅助等二级单位全部接入企

业网，并延伸到９９个车间级单位（三级）、７５个数
据采集点和大部分班组。建立了主干带宽１０００Ｍ，
桌面１００Ｍ，提供ＷＷＷ服务、数据库服务、文件传
输服务、电子邮件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等功能强

大、界面友好的高速网络，实现了数据、图表和工艺

流程运行曲线的实时传输，联网管理使用的计算机

已达２６００多台。全公司已有４５个单位建立网站，
并且根据管理提升的需要和技能水平的提高适时

进行改版，信息范围逐步扩大、内容不断丰富，功能

更加实用。首钢矿业公司主网站不仅成为企业运

营平台、办公平台、监督平台、服务平台、学习培训

平台，而且成为所属网站信息的门户。

二、专群结合，大力开发应用软件

在强化硬件建设并搭建网络平台的基础上，首

钢矿业公司本着“实用、有效”原则，采取专职人员

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大力实施了应用软件的开

发。

首钢矿业公司局域网开通运行之后，为适应全

公司宏观调度、协调经营生产的客观要求，网络系

统以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数据库为中纽，采用Ａｓｐ．Ｎｅｔ和 Ｃ
＃开发语言，开发了主流程生产信息系统，将公司经
营生产有关的信息有机地组织在一起，通过不同层

级的点击，各厂矿的主要经营生产数据实时显示，

所需的实时信息一目了然。特别是对关键设备和

控制节点实现了实时监控、颜色报警，为生产调度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提供了信息平台。

首钢矿业公司拥有风、水、电、气等能源一级和

二级计量仪表（电信号）２１３块，分布在１４０多个点
位，最远点距离３０公里。利用中国移动的 ＧＰＲＳ
网，开发了相应软件，实现了能源计量数据的无线

远程网上取数和集中控制功能，改变了以往专人抄

表、信息交流慢的弊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首钢球团厂第二条生产线投产后，课题组根据

生产流程的工艺技术要求以及相应的运行参数的

标准，从２４０多个点位数据中，筛选出３７个关键点
位的数据，开发出网上监控系统模块。以曲线图形

的方式，实时显示焙烧系统主要温度实时曲线、前

３０分钟三大主机机速及料厚变化曲线、链篦机风
箱温度实时曲线、风系统温度实时曲线、风系统压

力实时曲线等工艺运行状况。将生产中重点关注

的产量累计、各种原燃料单耗、链篦机作业率、返矿

率以及入链篦机料量等数据，通过对原始数据的加

工处理显示出来。利用 ＶＰＮ技术，对生产数据和
运行状况的监控范围扩展到能够连接互联网的任

何地方，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

首钢矿业公司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各类软件

８０套，涵盖了生产、技术、设备、质量、物资、财务、
计量、人事等各个专业。首矿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

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创造了显著效益。以

管理系统软件应用为基础，优化岗位设置，降低了

人工费用。开发“车辆调度管理应用系统”软件，

汽车运输管理业务全部通过网络管理，盘活了运输

资源，提高了管理效能。开发“公文颁发”系统，彻

底改变了颁发文件以纸为载体的历史，提高了公文

的传递速度和处理效率，增强透明度。公文颁发的

无纸化，每年节约印刷费３０余万元。
牢固树立市场观念，把信息技术转化成社会生

产力。在相互交往中，首钢矿业公司帮助弓长岭矿

业公司建设了露天矿生产经营决策支持网络系统。

ＩＴ技术的成功输出，不仅为用户填补了信息技术
的空白，而且为本企业赢得了９８万元的经济收益。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１日，首钢矿业公司以１３００多万元的
最低标价承接了承德信通首承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万吨球团厂自动化和信息化建设项目，目前，
工程已全部完成。

三、精心组织，全面实施ＥＲＰ建设
首钢矿业公司把 ＥＲＰ建设，视为主动适应现

代工业化管理，实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革命性变

革的核心步骤。

他们学习研究 ＥＲＰ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把
企业的运营过程比作人的生理过程，计划是神经系

统，物资是肌肉运动系统，生产是骨架支撑系统，深

深感到运用信息技术提高企业整体效益，必须解决

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问题”，信息化建设必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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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共享方向发展，必须通过ＥＲＰ项目建设，进行
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重组，把大部分管理内容纳入

到ＥＲＰ平台，实现实时在线管理，整合生产、财务、
物资、质量、设备、人事等内部资源，固化优化行之

有效的管理实践、管理经验和管理成果，实现再造

神经系统（信息流），优化消化系统（物流），改善血

液系统（资金流），强化运动系统（工作流）的目标。

于是，经过充分论证和扎实准备，在国内同行业没

有成功先例的情况下，率先实施了ＥＲＰ项目建设。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２日，首钢矿业公司ＥＲＰ项目全

面启动。成立了由总经理挂帅的项目领导小组和

工程指挥部，下设项目经理部和由专业处长任组长

的１０个专业组。制定了《首钢矿业公司信息化项
目（ＥＲＰ）实施方案》和《首钢矿业公司ＥＲＰ项目主
计划》，建立了《项目计划制度》、《项目会议制度》、

《项目保密制度》、《项目文档管理制度》、《项目问

题与风险管理制度》。各专业组共召开调研座谈

会６０余场次，跨模块交流会６场，输理业务流程
３２３个（均绘制了流程图）。根据业务现状，开展了
（ＢＰＲ）业务流程重组，建立了（ＫＰＩ）绩效考核体
系；设计开发实施了物料管理（ＭＭ）、生产管理
（ＰＰ）、质量管理（ＱＭ）、设备管理（ＰＭ）、财务与成
本管理（ＦＩ／ＣＯ）等标准功能模块以及 ＥＲＰ支撑系
统……。历经近８个月的精心组织和艰苦工作，全
部按计划完成了建设任务。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零点，首钢矿业公司 ＥＲＰ系
统正式上线运行。为管理流程的重组和再造，为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成控制，为各种资源的高效

合理配置，为管理效能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创

造了高科技平台。成为全国黑色冶金矿山企业采

用现代管理手段的“领头羊”。

四、机制驱动，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公开招聘，构筑激励机制。面向全公司员工，

通过公开招聘，对自动化研究所和计算机站进行了

优化重组，成立了信息化办公室。针对软件开发专

职人员少的矛盾，分别实施了“薪酬激励”和“专项

奖励”政策，对专业人员按照市场价位，以岗定薪，

工效挂钩分配；同时，把信息化成果奖励作为经常

性的管理工作，纳入 “经营管理合理化”规范管理，

先后对１３０个项目进行了表彰奖励。有效调动和
发挥了专业和非专业人员的积极性。

强化培训，提高队伍素质。为适应信息化建设

的需要，首钢矿业公司投入经费近百万元，采取脱

产与半脱产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理论

学习与操作训练相结合的办法，实施了多层次、全

方位的教育和培训。发挥职工学校办学实体的作

用，开展学历教育。创建学习型组织，营造“在工

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的浓厚氛围。集中培训

达到６０００余人次，４６３４人取得计算机等级证书。
以赛促学，激发参与热情。首钢矿业公司利用

近３个月时间，组织开展了群众性“信息化和网络
知识技能竞赛”活动，收到了来自各单位２０００多人
参加竞赛的各类作品４００余件，有３４３件作品在首
钢矿业公司工会网站上展示。

激励机制的实施和职工素质的提升，成为推动

信息化建设的动力源泉和智力保证。 （刘承军）

靠科技攻难关　保安全增效益
　　山东金岭铁矿从生产经营和矿山发展的需要
出发，依靠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不断进行科技

攻关与创新，促进了矿山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了全

矿的科技进步和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

矿山生产，安全为天。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

多采矿石，采好矿石，实现矿山资源利用率的最大

化，成为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攻关项目。矿山决策者

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发挥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智慧，

积极进行科技攻关，才能实现矿山生产经营效益的

稳步提高，促进矿山的可持续发展。在矿领导的关

心和支持下，矿团委、青年科协、矿工会等部门积极

组织青年科技工作者开拓思路，大胆创新，广大青

年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全矿共有１１个科技攻关

小组的９４项攻关项目进行了专门立项。
这些科技攻关项目充分体现了以创新为原则，

以安全为中心，以科技为手段，以效益为目的，紧紧

围绕“矿山大发展，我该怎么干？”这一主题，全矿

各个攻关小组比学赶帮超，争取早日攻克难关，取

得效益。在安全方面有：矿山通风系统改造、主辅

扇节能研究、采空区充填优化设计与施工等；在采

矿方面有：残矿回采设计、提高回采率、利用中深孔

凿岩设备找矿、中深孔爆破参数的探索、浅采出矿

品位的质量控制等；在选矿方面有：细碎机的密闭、

除尘系统改造、金属探测器及除铁器的应用等；其

他项目还有设备、电器、质量、节能降耗等方面的攻

（下转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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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讨论·

基于循环经济的矿产资源及可持续发展
　　实施和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矿产资源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

１　循环经济
１１　循环经济的本质特征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

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是一种促进人与自然协调

与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

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把经

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反

馈式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以最大

限度地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资源利用

率，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经济运行质量

和效益，并保护生态环境。循环经济的操作原则是

减量化（Ｒｅｄｕｃｅ）、再利用（Ｒｅｕｓｅ）和再循环（Ｒｅｃｙ
ｃｌｅ），即３Ｒ原则。减量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目
的是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

源使用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

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率，要求产

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用

品的污染；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

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

１．２循环经济的技术载体
循环经济的技术载体就是环境无害化技术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ｕ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或环境友好技术。
环境无害化技术的特征是污染排放量少，合理利用

资源和能源，更多地回收废物和产品，并以环境可

接受的方式处置残余的废弃物。环境无害化技术

主要包括预防污染的少废或无废的工艺和产品技

术，还包括治理污染的末端技术。主要类型有：

———污染治理技术。即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工

程技术，通过建设废弃物净化装置来实现有害废弃

物的净化处理。其特点是不改变生产系统或工艺

程序，只是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通过净化废弃物实现

污染控制。它们主要生产用于工农业生产的各类

控制和净化废弃物的装置和设备，其中包括汽车尾

气控制和煤烟脱硫等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填埋和焚

烧等固体废物处理、噪声污染防治技术等。

———废物利用技术。通过该技术实现产业和

生活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目前，比较主要的废物

利用技术有废纸和废玻璃加工再生、废塑料转化为

汽油和柴油、有机垃圾制成复合肥料、废电池等有

害废物回收利用技术等。

———清洁生产技术。可实现生产过程的零排

放和打造产品的绿色通道。清洁生产技术包括清

洁的生产和产品两方面的内容，不仅要实现生产过

程的无污染或少污染，而且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使用

和最终报废处理过程中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

（如对损害臭氧层的氟利昂物质的替代）。清洁生

产的理念，不但含有技术上的可行性，还包括经济

上的可盈利性，它充分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在环境

与发展问题上的双重意义。

２　传统矿产资源开发与循环经济的矛盾
２．１　循环经济对传统矿产资源开发的限制性要求

传统矿产资源开发以“高开采、低利用和高排

放”为核心理念，是一种由“资源－产品－废物”所
构成的物质单行道流动的经济。人们以越来越高

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

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

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

这种模式从长远看必然导致自然资源匮乏、能源短

缺以及环境污染。循环经济要求在物质不断循环

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达到“低开采、高利用和低排

放”，使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基

本上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少的废物，从而使经济发展

和增长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程度。循环经济对

传统矿产资源开发的核心要求是降低原矿物的开

采量，提高利用率，减少废弃原矿物的处置和堆存

量，实现矿产资源开发的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

２．２　传统矿产资源开发的主要环境问题
———矿山固体废弃物。据统计，目前我国矿山

采矿废石总堆放量为１４０亿 ｔ，煤矿开采积存的煤
矸石超过３０亿ｔ，而且每年还将产生煤矸石１亿ｔ。
大量的固体废弃物需要大面积的堆存场地，从而导

致大量占用土地和地表植被的严重破坏。废弃物

中含有酸性、碱性、毒性、放射性或重金属成分，长

期堆放于露天场所，极易氧化分解，使这些有害物

质污染矿区的土壤、水域和大气，直接危害人体健

康，影响工农业生产秩序。矿山固体废弃物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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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还容易引发地表塌陷、裂缝和变形，导致山体

滑坡、泥石流和地震等环境地质灾害。

———矿山废水。矿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主要有矿坑水、废石场淋水及矿池废水等。我国每

年因矿山生产而产生的废水、废液量约占全国工业

废水排放总量的 １０％以上，处理率仅为 ４．２３％。
矿山废水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离子、酸碱、固体悬

浮物及各种选矿药剂，这些受污染的废水排放后直

接或间接地污染了地表水、地下水和农田、土地，并

进一步污染农作物，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和动植物的

生存。

———矿山废气。矿山废气对环境的污染渠道：

１）矿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粉尘和有毒物质；
２）由于使用炸药、柴油机设备等而产生的有害气
体；３）矿区冶炼厂、火电厂等产生的浓烟；４）矿区
大量燃煤而产生的有害物质等。在废气排放方面，

仅煤炭行业工业废气排放量每年达 ４０００亿 ｍ３。
这些废气中含有大量的 ＳＯ２、ＳＯ３、Ｈ２Ｓ等有害气
体，目前，我国因ＳＯ２污染导致的酸雨区面积已达
国土面积的３０％以上。
３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传统矿产资源开发最大的缺陷，就是仅仅实现

了资源开发利用的第一步，获得了有限的开发价

值，而把比此大得多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的价值

拱手让给了下游用户，从而使自己一直处于基础

的、粗放的、低效经营的状况和相对从属的、被动的

经济地位。而发展循环经济，构建新型的矿产资源

开发模式，是目前我国矿产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

３．１依靠科技进步，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
实施清洁生产技术，采用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

和新工艺，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

高产出、低污染，将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消除在生产

过程中，是矿产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如在煤炭资源开发中，应积极采用各种清洁技术，

包括减少废物排放、减轻地表沉陷与生态重建一体

化、煤层气开发和煤炭地下气化技术等；在煤炭深

加工和利用方面，积极推广洁净煤技术，包括煤炭

洗选、型煤加工、动力配煤、水煤浆、煤炭气化和液

化、烟气净化技术等；在环境污染控制方面，要采用

包括土地复垦与生态环境恢复、废物处理与综合利

用、矿井水净化与利用技术等。

３．２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
废弃物资源化，就是将“三废”最大限度地转

化为产品；减量化就是资源消耗、污染物产生和排

放最少；无害化就是尽最大可能减少有害原料的使

用和有害物质的产生和排放。从循环经济的角度

来看，煤炭开采的共伴生矿物：高岭土、硫铁矿、铝

矾土等，煤炭生产加工中所排放的煤矸石、煤泥、矿

井水等，以及受开采损害的土地都是资源，而且存

在着较大的潜在经济价值。煤炭采掘和洗选加工

仅仅是产业链和产品链的起点，许多煤炭下游产品

和共伴生资源以及煤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

都是宝贵的再生资源。

３．３科学管理，保证实施循环经济的效果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但

是，不能设想仅靠先进的技术就能够推行循环经

济，它是一门集经济、技术和管理于一体的系统工

程。从清洁生产的角度看，工业污染物排放的

３０％～４９％是管理不善造成的。所以，只要强化科
学的管理，便可直接获得减少废料和污染物的明显

效果。

３．４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循环经济的意识
推进循环经济，矿区的员工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此要加强宣传教育，广泛倡导生态价值观和绿色

消费观，杜绝对矿产资源的浪费行为。要积极参与

废弃矿物的回收活动，使其得到再利用。

（孙玉峰　隋立国）

铁矿开采业循环经济如何做
　　一、铁矿资源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是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

废弃物高效回收为特征的生态经济体系。由于它

将环境破坏降到最低程度并最大程度利用资源，因

而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铁矿在开发

加工过程中，除了生产出铁矿石、铁精矿等产品外，

还产生了大量的废石、尾矿、矿渣、废气、废水等。

这些废弃物不仅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还严重制约

钢铁工业的生产和发展。

铁矿资源的开采加工是多工序多环节、技术工

艺高度集成的大生产过程，可将其生产技术链具体

划分为几个阶段：勘查阶段是对矿产资源的有益、

有害组分的数量、质量以及开采加工条件等进行全

面，系统的勘查鉴定，为综合开发利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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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阶段可分为露采和坑采，产生有可以直接入炉

的富矿、需要选矿的贫矿、伴生矿、共生矿以及在剥

离开拓中产生的大量废石等。选矿阶段产生有铁

精矿、烧结矿、球团矿、共生矿、伴生矿精矿、尾矿、

废水等，按照循环经济“资源 －产品 －再生资源”
的理论，以上几个生产阶段所产生的废石、尾矿、废

渣、废水、废气等；都应视为再生资源，也就是可再

循环利用的资源。

二、可循环利用资源再生潜力巨大

在铁矿的开发和生产过程中，铁矿石、铁精矿

等产品数量基本上都有历年的统计数字，而大量废

弃物、污染物也就是需要开发利用的再生资源却没

有统计入内。笔者在这里采用反算推算的方法，对

这些资源进行了估算：

１．废石的推算总量。据统计，１９４９～２００４年，
我国共生产铁矿石６４．９９亿吨。露天矿平均采矿
剥岩比约为１∶３．５，坑内矿低一些。按２．５的平均
比值计算，我国在开采铁矿石的同时，剥离开拓的

废石总量至少为１６２．５亿吨。
２．尾矿的推算总量。据统计，１９４９～２００３年，

我国共生产铁精矿１９．３亿吨。据中国冶金矿山企
业协会提供的有关数据显示，开采２．５吨贫铁矿可
选出１吨铁精矿。按此计篁，现尾矿总量应为１９．３
×２５－１９．３＝２８．９５（亿吨）。考虑到尾矿在坝库
中部分流失以及有相当数量粉矿被风吹走，这个数

字显然偏大，但估计至少在２０亿吨左右。
３．废弃物的年增长量。２００４年，我国铁矿石

产量在３．１亿吨。按上述计算方法废石年产量在
７．５亿吨左右。

三、资源和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

合理开发，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实现废弃物的

减量化。自然资源大多具有多种用途。如果单一

开发利用，就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

随着我国铁矿综合利用技术的突飞猛进，过去

难以利用的矿产现在变成了可以利用的资源。据

报道，鞍钢开展“提铁降硅”攻关后，铁矿人炉品位

比以前提高了２．５个百分点。提高１个百分点就
可以减少３０～４０千克／吨铁的渣产量和一半的除
尘灰。

开采回采率是考核一座矿山资源利用率最重

要的经济技术指标，其数值的高低直接反映矿山的

开采和管理水平。受暂时利益驱动，一部分矿山企

业采富弃贫、采厚弃薄、采易弃难，甚至乱采滥挖、

破坏资源。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不

仅增加了新的可供利用资源，也可以减少废弃物排

放，达到减量化的目的。

废弃物的再利用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１．废石的开发利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应
确定其有无可供开发利用的主要组分和伴生组分，

有无可以利用的围岩如石灰石、黏土等原料，在经

济合理的条件下，尽可能加以回收利用。即使无回

收价值，也可以当作露天矿、坑内矿坑的回填料，或

作为碎石修建公路、铁路路基，使矿坑复垦、复林、

复草，保持生态平衡。

２．尾矿的开发利用。如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
采用强磁选工艺从尾矿中选出铁精矿，年产量为８
万吨，再经过磨－浮 －重磁选工艺选出合金、银含
量较高的精矿，选出率为含金 ２１．３４克／吨、含银
１００克／吨。同时将尾矿作为陶瓷原料，制成各种
工艺品，其烧成温度比传统原料降低５０～１００℃，
可节能２０％；还可将尾矿制成建筑材料，如各种板
材、空心砖等，可比常规原料加工到同样细度节约

一半能源；或作为添加剂提高产品的强度。近几年

来，国家大力支持尾矿开发，但总的来讲，仅有少数

矿山企业开始回收利用，今后应大力加强尾矿综合

利用科技攻关。

３．废渣的开发利用。如鞍钢为治理矿渣山，投
资兴建了年处理量为２００余万吨的矿渣磁选生产
线和年产６０万吨的粒化高炉矿渣粉；４５万吨的硅
酸盐水泥细微粉生产线，所生产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和硅酸盐水泥产品早在２００２年就通过了新成果科
技鉴定。同时，他们还对矿渣山进行治理，利用回

填土将矿渣地覆盖，种树种草，使光秃秃的矿渣山

变成了美丽的“花果山”。

４．废水、废气的开发利用。如鞍钢通过调整供
水工艺，将干净的循环水用作发电机的锅炉冷却

水，每小时可少开采地下水１２００吨。
总之，再生资源是人类在开发原生自然资源过

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类型次生矿床，有人称做人工矿

床，它不同于原生自然资源。因此，用现行政策法

规对此难以管理，需要制订新的政策和法规。发展

循环经济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形成政府、科技、企

业、公众的合力。当前，急需一些行之有效的约束、

激励机制，促进和加强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由目

前“多回收、少排放”逐步发展到“全回收、零排

放”。 （姚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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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之歌·

奋飞的领头雁
———记邯郸市国资委优秀党员吴立活

　　北?河铁矿动力车间“矿树标兵”、“十佳”共
产党员吴立活，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

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革新创效的出色

业绩，为鲜红的党旗增光添彩。

一、脚踏实地重实干

作为动力车间的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吴立

活力争当好“领头雁”，时时处处发挥党员干部的

先锋表率作用。为保证矿风、水、电的正常供应，确

保全矿生产经营目标胜利实现，他扑下身子，实干

在前，亲自主持编写了１０万余字的《动力车间制
度汇编》，坚持深入班组岗位，定期巡视检查。不

管严冬酷暑，还是风霜雨雪，他带领职工仔细巡视

各种管线，供电、供水、全面畅通保证了供电、供水、

排水、通风、供暖、通讯等管线网络的畅通运行。

为了保障全矿供电的可靠性，他加班加点对高

压设备和高压线路的继电保护整定值进行了重新

计算，制订了 １１０ｋＶ变电站、－１２２ｍ变电所、－
１１０ｍ变电所、主井变电所、副井变电所、西风井变
电所和西风井空压机站的继电保护整定表，并亲自

带领技术人员对各变电站按照新制订的继电保护

整定表进行了重新整定，合理的制定了我矿供电系

统的保护原则和保护方案。

为了提高车间职工的岗位技能，他亲自编写了

职工岗位技能培训教材，并与车间技术骨干一起深

入到班组，为职工讲课；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利用业

余时间，根据各自所管的专业系统设备，分别制作

了各系统设备原理 ＣＡＤ绘图课件，并利用幻灯片
在矿电教室给职工讲解。有效地提高了车间职工

的岗位技能水平，为车间高质量完成矿交付的各项

工作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证。

二、严抓善管保安全

作为车间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吴立活深知

“安全重于泰山”，大力推行“预防性承包检查处

理”管理方案。他对“预防性承包检查处理”的具

体实施方法是：将车间所辖各系统设备分区负责，

执行分工负责制；再将各系统设备细化分解，编写

各部位详细检查处理方法，制定责任人、并与经济

挂钩。在实施过程中，他着重在设备基础管理、设

备附属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现场安全文明生

产四个方面大力推行精细化管理，对操作员按标准

化作业内容检查，发现有不符标准化规范操作的立

即给予指出，并按管理办法对操作员进行严肃考

核。

为了保证供电安全，主持编写了变电站（所）

标准化管理、动力车间电气预防管理制度，修订并

完善了车间各岗位安全技术规程和安全操作规程，

编制了电气系统各岗位事故应急预案，建立了车间

技术管理档案，制定并完善了作业现场安全保障措

施，编制了设备定期预防维检计划，对设备进行分

级管理，实行危险源（点）控制法，严格控制，认真

考核。

为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他针对动力车间的岗

位特殊性，主持编写制定了《北?河铁矿供电事故

应急预案》、《主排水系统事故应急预案》，并加强

培训、演练。他还通过在车间组织安全培训、岗位

练兵、技术比武、红旗设备竞赛、党员先锋岗等活

动，促进车间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去年以来，整

个动力系统设备完好率９８％以上，可开动率９８％
以上，故障停机率３％以下，保持了设备事故零纪
录。

三、潜心技改做贡献

针对动力车间关键设备、要害岗位多的实际，

吴立活成立了党员技术骨干革新改造攻关小组，并

亲自任组长。近年来，组织和参与各类技术革新改

造１９项，为矿创效１８６万元。
他积极围绕生产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技

术攻关。为保证矿区冬季供暖的稳定，他通过现场

勘察、集思广益，设计安装了热系统传感远程存储

装置，将供暖的压力、流量、温度等指标输送到监控

室进行监控并存储，达到北?河铁矿冬季供暖质量

的最高峰；针对井下淤泥清理难，效率低的难题，他

负责设计、安装了井下主排水水仓机械化清淤设

备，实现了－１２８ｍ井下主排水系统１＃、３＃水仓、４
个配水巷、以及南北疏干巷的机械化淤泥清理工

作；他根据井下运输的走向特点，确定了可能发生

撞车事故的８个点，设计安装了井下交通运输信号
系统，确保了井下的运输安全。

利用自己深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工作经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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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对电气系统进行优化改造。他通过对１１０ｋＶ变
电站试装微机监测系统和接地自动选线系统进行

优化设计，完善了１１０ｋＶ变电站的消防系统，安装
了火灾烟雾报警装置。他针对井下供电变压器中

性点不可引出的规范要求，实施改造了井下高压供

电中性点去除，提高了井下供电的安全指数；他通

过对－１２２ｍ排水变电、西风井空压机高压柜进行
五防改造，消除了原始设计不足形成的操作隐患，

有效防止五种高压电气误操作事故发生；为保证井

下－１２２ｍ排水变电与 －１１０ｍ中央变电的６ｋＶ电
源互送，设计并完成了总投资２４万元的－１２２ｍ变
电所到－１１０ｍ变电所的应急备用联络线工程，实

现了环形供电模式；为了防止变电站双回路停电造

成的全部照明消失现象，他还设计安装了应急照明

自动装置。同时，他在 １１０ｋＶ电站、－１２８ｍ主排
水设计安装了 ＣＣＤ监控系统，实现了值班室值班
人员对要害部位的２４小时监控，保证了要害部位
的安全性。针对我矿生产特点，他施行负荷调整，

合理地、有计划地安排和组织各单位生产的用电时

间，以降低负荷高峰，填补负荷低谷，从而提高主变

的负荷系数和功率因数，减少主变的电能损耗。他

对 １１０ｋＶ变电站实行无功就地补偿，提高了功率
因数，使该矿用电的功率因数一直保持在０．９３以
上。 （李明峰）

北氵名河铁矿动力车间“娘子军”班好风采
　　 动力车间联合水泵站班组共有９名女工，她
们苦学深钻强技能，团结互助共进步，爱岗敬业做

贡献，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娴熟的岗位技能，乐于奉

献的优秀品质，展示了新时期矿山巾帼的迷人风

采，连年被评为局、矿先进班组，今年又荣获“邯郸

市十佳女职工标兵岗”称号。

苦学深钻强技能。动力车间联合水泵站班组，

担负着全矿生产、生活、选厂用水，属全矿关键部

位、要害岗位。联合泵站女工９姐妹深知提高水泵
工操作维护技能的重要性，她们积极响应矿和车间

创建学习型班组活动的号召，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文

化、学技术，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业务技术水

平。在今年车间的班组全面预算管理考核中，班组

学习这一项，她们的成绩在车间名列前茅 班长严

秋兰、路燕为了掌握 ＤＡｌ型离心泵的运行原理，借
来了《水泵工必读》等书籍，认真学习水泵常见故

障原因和处理方法，并经常开展岗位练兵和事故应

急预案演练，促进了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技术水

平，人人成为操检合一的行家里手。一年来９名女
工集中组织学习３次，参加车间技术技能培训３６
人次，培训测试合格率１００％，年提安全生产合理
化建议３６条，创经济效益２万余元。

团结互助共进步。“团结就是力量”，联合水

泵站充分发挥团队精神，同唱一台戏，共谱一首歌，

千方百计保生产生活用水。她们针对自身文化素

质参差不齐、个人家庭状况各不相同的实际，团结

互助，共同进步。在学习上，她们不耻下问，互帮互

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并经常挤时间在一起相互

提问安全技术标准，分析设备故障原因，如电动机

连续起动不允许超过几次？连轴器间隙一般为多

少？合闸后电机不转、水泵不上水的原因和处理措

施等，促进了彼此的岗位理论和岗位技能长足进

步；在生活上，她们相互照顾，谁家有了困难众姐妹

就一起伸出友爱之手给予帮助解决，班里个人谁有

了不顺心的事儿，众姐妹就献出关爱之心帮助解忧

消愁，杜绝了把不良情绪带到工作岗位。在工作

上，她们遇到脏累苦险都抢着上，遇到评先选优争

着让，积极营造和谐班组，努力争做优秀员工，每逢

矿、车间组织文体活动，９名女工在家务事多、工作
繁忙的情况下，总是挤时间踊跃参加。特别是田秋

芝、崔丽等人，她们不仅是活动的参加者，而且是活

动的组织者，春节期间为一线职工送水饺、酷暑为

职工送汽水、为困难职工送去温暖……。受到了矿

和车间普遍好评。

爱岗敬业做贡献。她们不顾联合水泵站设备

维护量大、噪声高，始终以火一样的热情投入到工

作中，把安全文明生产当作重头戏，每天把工作场

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设备擦得一尘不染，各项记

录认真规范填写、完整无缺。她们制定了严格的交

接班制度，规定“七交七不交”：交清当班运行记

录，不清不交；交清设备故障和隐患情况，不清不

交；交清应处理而未处理问题的原因，不清不交：交

清设备、材料和备件数量，不清不交；交清设备和室

内外卫生打扫情况，不清不交；交清各种记录填写

情况，填写不清不交；不交无证人员或酒后上岗人

员，不是当班人员交待情况不接。在工作中，她们

精细认真，严格按安全技术规程操作，定期进行自

查自检。设备启动前，她们都仔细检查电机、水泵

轴承润滑脂是否充足干净，连轴器同轴度及间隙是

（下转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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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与利用·

浅谈建立稳定的武钢战略资源供应基地
武钢矿业公司经理　匡忠祥

　　近年来，国内外铁矿石资源大战愈演愈烈，产
量与日俱增，价格一路飙升。对于“十一五”产钢要

达到３０００万吨规模、向着世界５００强迈进的武汉
钢铁公司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矿石资源博弈中，如何

克难制胜，立于不败之地呢？作为武钢原料供应基

地的矿业公司在这场战争中理应担负起应有的责

任，我想引用邓崎琳总经理６月２６日在矿山调研
时的指示来定位武钢和矿山的资源发展方向，即

“矿石是战略资源，是武钢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保

证，是矿业公司做大做强的永恒主题。”

一、实施战略资源是加快武钢发展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近年来钢铁企业迅猛发展，产能急剧

扩张，对铁矿石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鞍钢在鞍本

地区、首钢在迁安地区有充足的矿石资源作为后盾；

宝钢有得天独厚的近海优势，并占有海外资源的先

机。而武钢拥有的矿山资源保有储量不到３．２亿吨，
同时，武钢地处内陆，远离海岸线，进口矿石运费昂

贵。因此，实施战略资源是武钢当前的首要任务，更

是武钢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主要原因如下。

１、武钢自给铁矿石资源的局限性。武钢大冶
铁矿、程潮铁矿和金山店铁矿等矿山现探明剩有铁

矿石地质储量３．２亿吨，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年产
４００万吨成品矿。矿业公司正根据矿床的产出情
况和成矿规律，着手筹资对三大铁矿山深部的矿石

储量进行深部勘探，预计可增加储量５０００万吨左
右，全部加起来也不足鞍钢资源总量的１／２８、首钢
的１／１７。“十一五”期间，武钢在湖北地区钢产量
按１８００万吨测算，需要铁原料３０００万吨，武钢自
给铁矿石不足１５％，可见武钢现有资源的自给率
十分低，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２、国内钢铁企业争夺矿石资源的残酷性。我
国已探明铁矿石资源储量为５８１．１９亿吨，居世界
第四位，但是铁矿石品位低于世界品位１１个百分
点，而且难采难选。随着我国钢铁工业的快速发

展，我国铁矿石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钢铁工业的需

求，２００５年我国钢产量３．４亿吨，铁矿石产量仅４．
２亿吨，铁矿石自给率下降到 ５０％。在这种情况
下，铁矿石资源成为制约中国钢铁工业健康发展的

主要瓶颈之一，从而加剧了钢铁企业争夺国内外矿

石资源的残酷性。为解决铁矿原料不足、弥补供需

缺口，各钢铁企业在国内千方百计寻找和开发新的

铁矿原料基地，首钢前不久据称拟在宜昌投资８０
亿元，开发利用宜昌境内高磷铁矿资源项目，兴建

年产８００万吨铁精粉项目，就是我国钢铁企业争夺
资源激烈性的有力佐证。

３、国际铁矿石资源高度集中带来价格的垄断
性。资料显示，国际铁矿石三巨头巴西淡水河谷公

司、澳大利亚力拓和必和必拓公司占据了世界铁矿

石７０％的海运贸易量。国际铁矿石资源的高度集
中，为铁矿石商结盟提供了先天条件，他们相互“勾

结”，结成“价格同盟”，敛取高额利润。同时，铁矿

石是钢铁企业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基础原材料，铁

矿石的非再生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铁矿石定价

权不全由“看不见的手”掌控。资料表明，在铁矿石

价格２５年谈判史上，仅有２００２年价格下跌２．４％，
近三年分别上涨１８．６％、７１．５％和１９％；摩根士丹
利的别尔斯基预测，２００７年铁矿石价格将再涨
１０％。由此可见，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只不过是一
场虚拟的博弈，对于供方提出的铁矿石价格，需方

的反抗似乎只有象征意义。而中国钢铁制造商在

全球铁矿石市场上正成为一支日益壮大的力量，中

国购买的铁矿石数量２００５年为２．７５亿吨，约占全
球铁矿石国际交易量的４３％，２００８年将达到５０％
以上，为此而多支付的外汇逐年递增。由于拥有大

量铁矿石企业的参股或完全控股权益，日本企业几

乎不受铁矿石涨价的影响，甚至成为铁矿石涨价的

受益者。欧洲一些钢铁厂的高炉的球团矿配料达

到５０％～９０％，今年的球团价格不升反降（下降
３％），对欧洲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二、矿业公司实施武钢战略资源目标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

矿业公司是武钢从事矿石产业的专业化公司，

有近５０年开采露天和地下铁矿山的历史，全面掌
握了当今世界先进的采矿、选矿和球团生产等技

术，拥有丰富的经验和难得的人才，具备武钢实施

战略资源目标得天独厚的优势。

１、矿石资源的优势。目前，矿业公司的大冶铁
矿、程潮铁矿和金山店铁矿等矿山现探明保有铁矿

石地质储量 ３．２亿吨，按年产 ８００万吨原矿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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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具有能维持矿山生产约３０～４０年的矿石资源
优势。矿业公司还根据矿床的产出情况和成矿规

律，着手筹资对三大铁矿山的深部矿石储量用３～
５年时间进行深部勘探，预计可增产储量５０００万吨
以上，以延长矿山的服务年限。这个“粮食”虽然不

十分充裕，不能与鞍钢和首钢相比，不能完全解决

武钢的炉料问题，但与其它无资源的钢铁厂相比有

一定的优势。

２、人才技术的优势。武钢矿山经过几十年大
规模的开采，储备了一大批地质、测量、采矿、选矿、

球团、机械和电气等方面的技术人才，拥有大专以

上学历近６００人，其中硕士以上学历３３人，每年在
武钢内外发表科技论文５０多篇，研究出有价值的
科研成果２０多项，武钢矿山人基本掌握了当今世
界采矿、选矿和球团矿生产的先进技术。与此同

时，为尽快了解国外矿业发展态势，适应国外开矿

的需要，近年来，矿业公司加大对英语人才的培训

力度，２００３年，选派２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到美国和
澳大利亚深造；２００４年，在矿山公开选拔２４名大学
毕业生在武汉科技大学进行脱产一年的英语听说

能力强化训练，并择优遴选１０人到美国学习一个
多月；２００５年，矿业公司又从矿山选拔２９名大学毕
业生到高校接受为期一年的脱产英语强化培训。

这种人才和技术的优势，是用多少金钱都买不来

的，是武钢将来开拓国内外矿石资源的制胜法宝。

３、矿业管理的优势。铁矿山的管理面广，管理
的幅度深 ，与一般的企业管理相比，矿山有其特殊

性，管理难度较大。武钢矿山经过几十年的开采，

拥有一批具有管理矿石开采技术、提高矿山职工生

活、改善地方政府关系等能力的管理者，对矿山的

工资分配、机构设置、人事调配、安全环保、成本控

制、工程建设、技术服务、企业规划、生产组织、地方

关系等矿山管理业务十分娴熟，这些管理优势必将

为武钢开拓矿山资源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矿业公司实施战略资源将坚持开拓国内、

国外两个市场的方针

如今的矿石市场如战场，在没有硝烟的资源战

场上，只有握紧拳头，才能在博弈中占据主动。从

以上的分析来看，武钢要从根本上解决铁矿石资源

问题，必须同时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在国内

要牢牢抓住鄂东、鄂西和省外三个战场。

１、在国内寻找和开发新的铁矿原料基地。在
国内开发铁矿资源的总体思路是，一方面在我国地

质勘探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注意寻找盲矿和隐伏

矿，在地质勘探程度比较低的西部地区寻找新矿

床；另一方面通过科研攻关，大力开发利用呆置的

大型贫矿、非磁性矿和复杂的共（伴）生矿，以及埋

藏深度大、水文条件复杂的矿床。按照这一指导思

想，我们将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一些具体工作。一是

抢占鄂东矿石资源。我们要全面调查了解鄂东非

武钢资源，准确摸清资源储量和民采点情况。对储

量大、有开采价值的要收购其产权；对储量小、零星

的民采矿石要采取多种方式全部购买。二是开发

鄂西矿石资源。多年来，矿业公司一直将开发鄂西

矿石资源，打造稳定可靠的钢铁粮仓作为长期的战

略任务和攻关目标。在集团公司的领导下，成立了

武钢鄂西矿石开发领导小组，多次赴恩施州调研，

积极与地方政府协商，逐步推进矿石研究开发工

作。近期，将组建武钢驻恩旗矿石资源开发工作

组，派优秀技术人员进驻恩施州，正式开展工作。

同时，要针对鄂西矿石资源采矿难、选矿难和运输

难的问题，特别是含磷高鲕状赤铁矿选别的世界性

难题，邀请国内专家和学者对“提铁降磷”进行科研

攻关，邀请国内设计院对该地区资源进行可行性研

究和整体规划。三是紧盯省外矿石资源。多年来，

矿业公司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境内铁矿资源的

了解、收集和开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先后

与安徽的霍邱、龙桥，陕西的大西沟铁矿等接触，但

由于种种原因都与开发利用擦肩而过。当前，我们

要以战略资源的眼光辐射全国，提高资源的敏感

性，紧盯国内资源市场，突出抓好辽宁丹东和安徽

庐江地区资源开发工作。

２、积极争取国外开矿工作。近两年发生的国
际“铁矿石事件”警示我们武钢，必须站在钢铁企业

安全的战略高度，实施资源“走出去”战略。武钢要

像国家现在正加快建设的原油战略储备基地一样，

对铁矿也建立适当的战略储备，从而在矿石涨价时

期发挥重要的调剂作用。而实施这一战略的重点，

是投资海外矿产资源开发，不断拓宽铁矿进口渠

道。矿业公司具有矿石开采的人才、技术和管理优

势，将采取投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加大国外矿

石资源开发的投入。近几年来，我们已先后与巴

西、澳大利亚、南非、朝鲜、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国

家的矿产公司进行了接洽，取得了初步进展。今后

要进一步加大国外开矿工作力度，争取今年在国外

开发矿石方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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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矿业公司积极探索资源控制的方式和途径
　　 为满足攀钢钢铁生产及矿业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攀钢矿业公司进一步将资源利用与控制上升到

战略层面，积极探索资源控制的方式和途径，为打

造“百年攀钢”提供资源保障。

攀钢拥有攀枝花矿区朱家包包矿段、兰家火山

矿段、尖包包矿段和白马矿区及及坪矿段、田家村

矿段采矿权。至２００５年底，攀钢拥有的攀枝花矿
区朱家包包铁矿、兰尖铁矿可采储量合计１７９９４万
吨，白马矿区及及坪、田家村两矿段可采储量

６１２０９万吨，可采铁矿石储量合计７９２０３万吨。按
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可采储量有 ４０亿吨左右估
算，目前攀钢拥有的钒钛磁铁矿可采储量仅占攀西

地区可采储量的比例还不到２０％。面对十分严峻
的资源形势，攀钢矿业公司及时调整资源控制思

路，在“十一五”期间，将采取有力措施，加大资源

控制力度。一是控制攀钢周边矿矿源。红格南矿

区铁矿资源储量达１９．４５亿吨，目前尚未设置矿
权，资源控制的难度相对较小，且攀钢已开展了大

量前期工作，是攀钢近期实施资源控制战略的首选

目标。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取得地方政府

的支持，争取红格南矿区的采矿权。另外，公司正

积极主动做好金铁观铁矿勘探、开发加工、运作模

式、技术路线、开采规模、产品产量、政府相关政策

等工作。二是对于白马矿区剩余未设置矿权的矿

段，由于与白马铁矿建设与发展息息相关，互相影

响，他们提出应与白马铁矿的建设与发展一起整体

考虑，作为攀钢矿产资源控制战略的重点，积极争

取省、市政府部门的支持，直接获得采矿权，或者由

国家和省政府明文规定将其作为攀钢的后备资源，

确保攀钢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三是对攀西周边

的众多个体、民营小矿山，积极争取省、市政府的支

持，借助规范整顿矿山行业的有利时机，利用攀钢

的资金、技术优势，通过兼并联合、有偿转让等方

式，有计划地逐步收购这些地方民营矿点的采矿

权，进行资源整合，并组建矿业联合体；对省外特别

是滇西北地区的普通矿资源，选择储量大、质量好、

开采条件优越的普通矿矿山，通过参与矿权市场竞

争、收购、重组，以技术、资金等方式入股，或与地方

政府或民营企业合作，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等方式，

达到控制资源的目的。四是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积

极参与探矿权竞标，获得周边地区以及云南、贵州

等地地质情况不明的铁矿资源探矿权，并开展商业

性资源勘查，进一步控制铁矿资源，为攀钢的发展

提供可靠的原料保障。 （全日安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上接第１页）
三是研究全国范围内资源税税额调整方案，并

逐步完善资源税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四是研究调整车辆购置税现行税率结构，并与

鼓励环保和节能相结合，引导消费者购买低能耗、低

排放汽车；

五是根据可再生能源法要求，对促进太阳能、地

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税收政策进

行系统研究等。

（《企业高层管理者参考》０６８）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补偿费与回采率首次挂钩
　　 国土资源部首次将矿产资源补偿费与开采回
采率挂起钩来。今年起，开采回采率高的矿产企

业，补偿费将相应减少，开采回采率低的矿产企业，

补偿费将相应增加。这项工作将以煤炭为重点展

开。

国土资源部有关人士称，按照有关规定，开采

矿产资源必须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补偿费必

须严格考核矿山企业开采回采率。

据悉，国土资源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矿产

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促进煤矿回采率提高的通

知》。《通知》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以采矿许可

证确定的采矿范围为对象，以矿井为单元，按批准

开采的煤层数量，全面复查煤炭矿山企业的核定开

采回采率。复查工作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统

一组织，今年１０月底以前全面完成，并公示复查结
果。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可在规定期限内提出。

以后，对新建煤炭矿山企业，国土资源部门将及时

核定。

业内人士称，补偿费与开采回采率挂钩，旨在

借用经济杠杆强化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管理，促

进企业提高开采回采率，构建煤炭矿山企业珍惜和

合理利用资源经济机制。

（《内刊要闻汇编》０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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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开发·

北氵名河铁矿以人为本推进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北?河铁矿以人为本大搞人才机制创新，全方
位构建人才选拔、使用、激励机制，使人才留得住、

用得活，提高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了经济效益

的稳步提高，推进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企业获

得“全国冶金行业八大优秀厂矿”荣誉称号。

该矿领导认为，在市场激烈竞争的条件下，如

何选才、用才，构建一支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是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市场竞争归根到

底是企业文化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近几年来，矿

山企业人才流失严重，即使在市场形势相对较好的

近两年，也有不少人“跳槽”，矿山企业缺乏的不是

人才，而是一个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基于

这种认识，该矿打破原有的“论资排辈”、注重文凭

的旧体制，全方位构建人才机制。

构建选拔机制　近两年来该矿坚持走以“爱
心凝人心”的聚才发展路子，力争做科技人员的贴

心人、代言人和保护伞。为了真正使“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落到实处，矿部成

立了矿长接待日，设立了信访办公室，确立了矿领

导联系点走访制度等。对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生活

中的疑难问题给予妥善、及时解决。并规定凡在生

产、经营、安全等方面对企业有突出贡献的，优先参

加职称评定或选拔为工人技师。凡有管理才能的

不论干部、工人，择优选拔到领导干部岗位。同时，

在全矿广泛开展“师带徒”、“专业技术人员科技攻

关项目负责制”和选拔“岗位能手、管理行家、科技

明星”等活动，拓宽成才渠道。原采矿工人刘献民

痴迷革新改造，他通过对进口设备铲运机进行多项

技术改造，使设备作业率大幅度提高，为矿创效百

万余元，被矿评为岗位能手、技改明星，并提拔重用

到中层干部岗位。

构建使用机制　首先在工作上提供良好的研
发环境。为了给予新引进的大学生和科技人员一

个展示智慧才能的平台，该矿在各单位、各科室配

置了计算机，成立了计算机信息中心，建成了计算

机工作站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兴建了科研试车台；

同时建立了专业技术人才档案，在采、掘、机、电等

各专业成立科研攻关小组，制定措施做好学术带头

人、技术骨干、中层干部的培养和任用工作，积极抓

住高校、社会和自我培训三条“人才生产线”壮大

科技队伍，授予科技有功人员“岗位能手、科技明

星”等称号，并给予重奖。

构建激励约束机制　为营造“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的良好氛围，矿为新引进的大学生修建了专

门的学生公寓楼，对取得各类专业技术职称的人

员，在住房、入党等方面给予倾斜照顾。同时制定

了多种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鼓励职工自学成才，利

用外出考察和技术培训等形式，对青年骨干和专业

技术人员及时充电。对取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称的人员量化考核，对其承担的科研攻关项目、

获奖成果、发表论文及矿奖励等情况，矿作为评先

晋职和提拔重用的重要条件。该矿每季度组织一

次科技成果评选，对获得国家、省、市和局矿科技进

步和合理化建议成果奖的，矿按贡献大小分别给予

奖励，并在年底评选“科技明星”进行重奖；对在国

家核心期刊、各类刊物发表论文的，矿每年都要进

行一次优秀科技论文评选，给予表彰奖励；对一年

内没有成果、论文的，给予警告，两年内没有成果、

论文的给予诫勉，当年没有成果、论文的，不能申报

晋升专业技术职务。

科学的人才机制促使不少学生和专业技术人

员脱颖而出。如今北?河铁矿人才济济，他们当中

有局矿标兵、杰出青年；有邯郸市科技明星、巾帼建

功立业标兵；有邯郸市新长征突击手和国资委优秀

党员、劳动模范。他们都成为矿山生产建设的中坚

力量。据统计，１９９７年以来，全矿专业技术人员在
省级以上报刊电台发表各类论文８０多篇，实施科
技增效项目１５９项，获局、矿科技进步奖３２项，获
市省部级以上先进科技工作者１８人。有１２项科
技成果通过部级鉴定，８项获国家冶金局科技进步
二等奖，１６项获局技术进步一等奖，科技兴矿创效
达２３００万元。 （李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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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耗·

武钢矿山节能降耗成效显著
　　对以井下生产方式为主的武钢矿山来说，能耗
已成为影响其生产成本的重大因素。去年，武钢矿

山仅用于生产的电、水（闭路循环用水除外）即分

别达到３．９１亿度和１０９０万吨，两项总计费用支出
２．１３亿元，占到矿山全部生产成本的１０．６％。

面对如此巨大的能源消耗，武钢矿山开展节能

降耗活动意义非凡，成效显著。

一、电，新设备新工艺充当降耗主角

依靠技术进步，更新设备革新工艺，武钢程潮

铁矿仅三大车间（采矿、选矿、球团）就减少用电负

荷１３５２．２ｋＷ，一年就可节电８００多万 ｋＷｈ，节约
电费４００万元以上！

其实，不只是程潮铁矿，按照武钢矿业公司的

战略思路，采用先进技术，逐步淘汰高能耗设备，改

革工艺流程和操作方式，是今后武钢矿山降低能源

消耗的主要“手笔”。

大冶铁矿和乌龙泉矿将５台发电机组电铲逐
步改为全数字控制电铲，减少了发热功率，每台用

电量下降２０％，年节约用电１３．６万 ｋＷｈ；大冶铁
矿还对选场实施改造，以破代磨，提高球磨效率，使

球磨用电下降了７％。金山店３００万吨扩改工程
主提升井采用交交变频电机，选矿扩改采用德尔筛

等先进设备后，装机总功率比以前降低了

１１００ｋＷ，同时，主提升井由单萁斗提矿改为双萁斗
提矿后，用电单耗由２．２ｋＷｈ／吨下降至１．８ｋＷｈ／
吨；该矿还与黄石市供电局协调，将主供电变压器

由３．１５ＭＶＡ改为 ２．５ＭＶＡ，一年下来，节约电费
１２０多万元。

与此同时，武钢矿业公司根据湖北省经贸委相

关转供电脱钩精神，顶住压力，克服阻力，在资金异

常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用于农网改造，使周边

农村村组用电相继全部转入农网。这一举措取得

重大成果，如大冶铁矿完成农网改造后，年可减少

电量损失２５０万ｋＷｈ，折算电费约１３０万元。
二、水，体内循环利用一举两得

实施水的体内循环利用是武钢矿山推进节能

降耗的另一重要方面。

通过对矿山用水系统进行改造，逐步建立起工

业用水的闭路循环模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

益。程潮铁矿实施水循环利用改造后，年可节水

７００万吨。大冶铁矿对选矿车间生产管网进行改
造后，每年循环用水量达到２４８万吨；将球团煤气
发生炉冷却水改造为软水闭路循环，实现了废水

“零排放”奇迹。金山店铁矿建立采矿———选矿用

水循环系统，年节水２５０万吨左右；该矿还充分利
用井下水流特征，在高处建起若干蓄水平台，利用

水的自然势能开展作业，不仅节约了用水，还将以

前３７台循环泵减少至２０台，总装机容量下降了
５０％，节省了大量电费。

据测算，实现水的体内循环利用后，武钢矿山每

年节水在１３００万吨以上，节约成本１４００多万元！
三、煤，年降消耗１０％
与电、水相比，煤是武钢矿山生产的又一大能

源消耗。去年，矿山共计消耗煤（不包括焦炭）

１２．４万吨，支出５０００多万元。
乌龙泉矿首先对活性灰车间的喷煤系统进行

改造：优化管道铺设方式，杜绝漏风漏水现象；对球

磨钢球进行合理配置，提高煤粉细密度；根据季节

特点控制和调节煅烧区温度。上半年，活性灰回转

窑的煤单耗由 ２１１ｋｇ／吨降至 １９４ｋｇ／吨，下降
８．０５％，按照该矿年产２０万吨活性灰规模计算，年
可省煤３４００吨，节约成本近２００万元！在该矿轻
烧白云石生产线上，通过“对标挖潜”，平均煤单耗

比去年同期减少 １３．５７ｋｇ／吨，一年可省煤 ２０００
吨，节约成本１１０万元左右。

鄂州５００万吨球团厂，其生产规模不仅世界最
大，采用的“三大主机”———链篦机、回转窑和环冷

机，全为高效节能设备；与之相匹配的先进生产工

艺节能也达到国际一流。仅拿链篦机热工制度来

说，生产线采用“四段四室式”热工制，形成气流循

环系统，使得回转窑、环冷机载热废气的热能得到

充分利用，与国内自行设计２５０万吨规模球团生产
线相比，其热耗由 ２２．６３×４．１８万 ｋＪ／ｔ降低至
１４．３３×４．１８万ｋＪ／ｔ，可节省大量高价烟煤。程潮
铁矿１２０万吨球团厂，通过优化上游产品工艺，将
选矿圆筒过滤机改为陶瓷过滤机，降低了精矿水

分，同时利用环冷机的余热烘干生球，取消了沸腾

炉这一用煤主要设备，生产一吨球团节煤近６ｋｇ，
一年下来可省煤７０００吨。 （刘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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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矿业公司牵牢成本“牛鼻子”
　　 今年，攀钢集团矿业公司在去年将柴油、轮胎
消耗与职工收入挂钩的基础上，今年把所有备件的

消耗也纳入职工的考核范围，实行全成本与职工收

入挂钩。在操作方面，实行了车辆载重上坡限档，

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档，减少油耗和传动系统的磨

损。这个“小窍门”的推广应用，使柴油消耗得到

有效控制……。

今年，集团公司给矿业公司下达利润指标２亿
元，经测算，该公司的利润水平为１０５００万元，指标
缺口高达 ９５００万元。为了消除这种巨额指标缺
口，上半年矿业公司结合生产经营实际，采取了

“三大举措”来消化减利因素。

深入调查研究，做好财务指标的分解落实工

作。公司按照全面预算管理要求，采取倒推法的方

式，在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和确保公司利润计划完成

的前提下，编制下达了公司年度成本利润计划，将

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了车间、班组、机台，做到人人

肩上有指标。在此基础上，该公司每月还定期召开

月度财务分析会，对本月降本增效工作进行总结，

针对存在的问题布置下一步的降本增效工作。

全力提质增产，努力增加规模效益来降低成

本。公司在加强采场和土场重点部位推进，优化采

场空间布局的同时，狠抓选矿生产组织，加强阶磨

阶选达产达效攻关，不断摸索最佳操作方法，努力

优化操作参数和技术指标，铁精矿日产量有了明显

提高。公司还通过对水洗生产系统的改造优化，使

水洗块矿产量每小时由改造前的１１０吨提高至现

在的１４０吨。与此同时，还广泛开展修旧利废活
动，上半年实现修旧利废５０２台件，节约价值６５０
万元。

大力开展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经济效益。公司

针对阶磨阶选改造项目投产后，组成了阶磨阶选达

产达效攻关队，从阶磨阶选工艺流程、设备、生产技

术经济指标等三个方面组织攻关，进一步优化工艺

参数，提高精矿产量，稳定精矿质量，目前，选矿比

由年初刚投产时的２．４０倍左右稳定在２．３０倍左
右，台时产量也有一定的提高。国家“十五”科技

攻关滚动项目“陡坡铁路设计标准和运输安全技

术规范研究”，已经在爆破松方上建成陡坡生产

线，进行了１５０Ｔ和２２４Ｔ电机车生产运行，并开始
单机操作调试与双机电气联动试验；重大科研项目

“攀枝花尚难利用钒钛磁铁矿高效化利用技术开

发”通过现场工业试验方案审查，并正式启动。认

真开展“高铬型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研究”，已完

成细粒级尾矿浮选、初选条件实验，正在进行粗精

矿浮选的精选条件试验。同时，大力开展提合理化

建议活动，上半年提合理化建议６３２条，实施２０５
条，创经济效益２８０万元。

由于实施“三大举措”，矿业公司牢牢牵住了

成本这个“牛鼻子”，上半年，八项可控费用比预算

节约３１０万元，铁精矿单位成本２３５．４０元／吨，比
计划下降６．１２元／吨，实现考核利润１２３００万元，
比计划增利２３００万元，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利润
过半的目标。 （易小雄　张穗娟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上接第１５页）
关课题，这些科技攻关项目涵盖了矿山生产的各个

方面。

为引导、督促科技攻关小组搞好各自的课题项

目，矿团委、青年科协、矿工会等部门定期召开专门

会议，专题研究攻关项目，要求各科技攻关小组和攻

关项目负责人制定出详细的攻关计划，做到有进度、

有效果、有效益。通过科技攻关，提高全员的科技创

新精神，促进全矿其他各项工作的创新。

（李本东　郭　辉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上接第２０页）
否符合规定，地脚螺栓及其他部位螺栓是否牢固；运

行中，她们密切注意设备温度和电流的变化，观察设

备有无异味、响声有无异常；在日常维护中，她们一

丝不苟，严格按照水泵轴承累计运行２０００小时清洗
换油一次，电机轴承半年清洗换油一次，并时刻保持

吸水池进水管畅通和吸水池清洁。据统计，一年来

联合泵站女工班组发现并排除隐患１５起。为了节
约动力费，她们对各个水泵机台进行运行时间的统

计，根据水泵运行的效率合理调节水泵，通过运转高

效水泵，年节约动力费３万余元。 （李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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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讯·

首钢矿业机械厂５０轧球生产线改造成功
　　经过技术改造，国内第一条技术最先进的 ５０
轧球生产线，７月２１日在首钢矿业公司机械厂一次
试车成功。

磨球是矿山企业选矿生产普遍采用的磨矿介

质。直径５０ｍｍ的轧球是首钢矿业公司机械厂采
用斜横轧机先进技术开发的新材质磨球，经工业试

验验证轧球质量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然而，由

于钢坯加热采用的是燃煤加热方式，且热处理环节

薄弱，生产效率低，人力消耗高，且影响大气环境，

制约了轧机生产能力的发挥。

为把“磨球”培育成亿元产值项目，实现产业化

发展目标，经过充分调研论证，首钢矿业公司机械

厂对轧球生产线实施了技术改造，采用先进的中频

穿透加热炉取代了落后的燃煤加热炉，采用高性

能，高密度，大规模专用集成电路，自动控制设备运

行。中频穿透炉配有闭式冷却设施，实现了全封闭

自动水循环，自动补水，清水利用率达到 ９８％以
上。增设链板式连续回火炉，系统自动控制淬火、

回火、保温、冷却等热处理过程。

经过技术改造，首钢矿业公司机械厂直径

５０ｍｍ的轧球生产线，实现了各道工序的合理匹配，
解决了影响轧机生产能力发挥的瓶颈问题。从轧

坯投入、加热、轧制、热处理到产品入仓，通过自动

控制实现了各工序周转的流水线作业，轧球月产量

提高了８０％。通过工艺技术的优化，轧球的外在
质量和内在质量进一步改善，硬度提高１－２ＨＲＣ，
耐磨性能显著增强。同时，大大降低了人力和清水

消耗，消除了环境污染问题。（旷轩　玉君　运清）

河北省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在玉石洼铁矿举办

　　６月３０日，来自河北省各地的厂矿长齐聚玉石
洼铁矿，开始第一批为期５天的“河北省非煤矿山
企业安全管理培训”学习。

由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主办、邯邢矿山

局承办的第七、八期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管理人员资

格培训班，其目的是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

《矿山安全法》，切实加强对非煤矿山的安全管理，

配合河北省非煤矿山企业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及单

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的

发放工作。 （聂常青　张　斌）

白云铁矿复查验收合格班组

　　近日，白云铁矿全面细致地验收安全合格班
组，以便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合格班组建设，提高班

组成员的安全素质，使安全文明生产迈上新的台

阶。

本次安全合格班组验收的内容包括：该矿年初

下发的安全文件，岗位危险源预知，日常岗位隐患、

堵漏洞，班组如何过好周一安全活动、如何落实安

全工作交底等。

白云铁矿领导非常重视合格班组验收工作。

由该矿生产部牵头，各个部门抽派专人组成验收小

组进行验收。验收的形式采取班组长汇报、查看记

录、对班组成员进行提问等。在验收中，验收小组

还根据班组存在的问题及时地提出改正意见，并与

所在车间进行沟通。

目前验收组已对该矿１０３个班组进行了复查
验收。 （孙文彪　黄世军）

栗矿公司安全防汛“四到位”

　　多日的强降雨使通钢栗矿公司积极行动起来，
做到“四个到位”，保证了公司安全生产的可控在

控，确保井下生产安然渡汛。

一是思想认识到位。该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制定、完善

了《２００６年防汛预案》。要求各级人员必须高度重

视汛期安全工作，认真落实各级防汛工作责任制，

扎实做好防汛工作。

二是领导组织到位。该公司成立了以副经理

为总指挥的防汛指挥部，下设防汛办公室和防汛抢

险救灾组织，负责防汛工作的协调组织和检查指导

防汛措施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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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制度落实到位。针对井下采场、设备，井

上班组、厂房等重点防汛部位，该公司划分了各二

级单位责任区，确保责任人，同时要求各级领导严

格执行值班制度、２４小时不允许关闭通讯工具。
及时对防雨、防水、排水沟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

存在的隐患进行彻底地整改和治理。

四是物资准备到位。该公司严格按照“统一调

度，分级储备”的原则，落实防汛物资的储备工作，

确保防汛部位物资数量的可用性。 （李凤岐）

梅山矿业采矿场井下设备检修连锁服务中心即将建成

　　日前，梅山矿业采矿场井下 －２８８ｍ水平检修
硐室全面开挖，此硐室系该场继－１９８ｍ、－２７３ｍ水
平后的第三个检修硐室，它的开挖标志着井下一大

两小的三个连锁检修中心即将形成，届时井下设备

检修将更为便利和快捷。

由梅山矿业采矿场承担的此项工程计划年内

完工。目前井下采掘设备的维修中心主要集中在

－１９８ｍ水平大硐室和 －２７３ｍ水平（东区）检修硐
室，随着生产逐步下移，井下无轨设备主要作业场

地主要集中在－２４３ｍ到－３０３ｍ水平，位于－２７３ｍ
水平东区检修硐室因地理位置所限，只能作为临时

检修场地作用。最早建成的、规模最大的 －１９８ｍ

水平大硐室因设备运距加大，柴油机低速大负载运

行，频繁的上下斜坡道势必会造成设备损耗加快，

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并且导致斜坡道会车次数过

多，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新开挖的检修硐室位于

－２８８ｍ水平西区的８ＬＮ１和斜坡道之间，系井下又
一个辅助检修硐室，该硐室由一个主硐室、一个次

硐室和五个辅助硐室组成，总掘进工程量将达到

２６３２．１ｍ３，总支护量１６０ｍ３，地坪总浇筑量１７１ｍ３，
建成后的该硐室与位于 －１９８ｍ、－２７３ｍ的硐室联
合使用，形成独具特色的井下设备检修连锁服务中

心。 （杨　金）

山东金岭铁矿顺利通过山东省安监局的安全标准化验收工作

　　山东省安监局、山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淄博
市安监局及山东省安监局组织的有关专家于２００６
年６月２９日～７月２日分别对侯庄、铁山、召口分
矿进行了安全标准化验收。验收项目有：金岭铁矿

尾矿库单元，得分为 ８５分；金岭铁矿安全管理单
元，获９５．３３分；金岭铁矿矿山井巷单元，获９１．７５

分；金岭铁矿地下开采单元，获９４．６７分；金岭铁矿
提升运输单元，获９１．２２分；金岭铁矿通风防尘单
元，获９０．３３分；金岭铁矿电器设备单元，获９１．１６
分；金岭铁矿防排水单元，获９１．７８分；金岭铁矿防
灭火单元，获９５．９分。 （郭斯旭）

山东金岭铁矿加强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确保矿山安全

　　 为了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点的管理，确保各类
重大危险源点的安全运行，山东金岭铁矿根据省市

安监局的要求，对所属侯庄、召口、铁山分矿矿井的

提升运输系统、井下各主要泵房、井下火药库安装

了工业电视监控，监控点分别与侯庄、召口、铁山分

矿矿长办公室、分矿生产调度室、矿安环处、矿长办

公室、市安监局联网，通过联网终端，可以随时查看

各危险源点的实况。具体监控地点有：矿井提升运

输系统、三分矿井下主要排水泵房、三分矿井下火

药库。 （郭斯旭）

玉石洼铁矿云驾岭采矿部荣获省级“青年文明号”称号

　　 近日，邯邢矿山局玉石洼铁矿云驾岭采矿部
团支部被团省委授予２００５年度“青年文明号”荣誉
称号，这是该矿团组织获得的最高荣誉。在共青团

河北省委新命名表彰的２１７个２００５年度青年文明
号集体中 ，邯郸市只有３家，我局仅此一家。

（聂长青　贾瑞娟　张　斌）

攀钢选矿厂下半年瞄准２４０万吨目标组织生产
　　 ７月１０日上午８点２０分，攀钢矿业公司选矿
厂在生产会议上要求全厂干部职工下半年瞄准２４０
万吨铁精矿组织生产。进入七月份，该厂实行铁精

矿生产与阶磨阶选流程达产达效科技攻关“两不

误，两促进”的方针，按照质优量足的原则精心组织

铁精矿生产，确保攀钢高炉吃饱吃好。 （尹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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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矿产品市场信息·

主要地区铁矿石产品市场价格（２００６年第３季度（７月末））

产地或矿山 产品名称
品位
Ｆｅ％

交货
地点

成交价格（含税元／ｔ） 同比增减 环比增减

本月 去年同期 上月 绝对数 ％ 绝对数 ％
河北迁安 铁精矿 ６６ 矿山 ６３０ ６８０ ６４０ －５０ －７．４ －１０ －１．６
河北迁西 铁精矿 ６６ 矿山 ６３０ ６８０ ６４０ －５０ －７．４ －１０ －１．６
河北遵化 铁精矿 ６６ 矿山 ６３０ ６８０ ６４０ －５０ －７．４ －１０ －１．６
河北滦县 铁精矿 ６６ 矿山 ６２０ ６８０ ６３０ －６０ －８．８ －１０ －１．６
河北武安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７４０ ７８０ ７２０ －４０ －５．１ ２０ ２．８
河北沙河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７４０ ７８０ ７２０ －４０ －５．１ ２０ ２．８
河北涞源 铁精矿 ６３ 矿山 ５６０ ６００ ５５０ －４０ －６．７ １０ １．８
河北青龙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６１０ ６７０ ６２０ －６０ －９．０ －１０ －１．６
河北宽城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６１０ ６６０ ６２０ －５０ －７．６ －１０ －１．６
河北滦平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６１０ ６８０ ６２０ －７０ －１０．３ －１０ －１．６
河北赤城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５８０ ６５０ ５８０ －７０ －１０．８ ０ ０．０
河北石家庄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６８０ ７５０ ６８０ －７０ －９．３ ０ ０．０
邯邢局 铁精矿 ６６ 矿山 ７５７ ８２５ ７３５ －６８ －８．２ ２２ ３．０
首钢矿业 铁精矿 ６６ 矿山 ６６０ ７００ ６６０ －４０ －５．７ ０ ０．０
北京密云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６８０ ８２０ ６８０ －１４０ －１７．１ ０ ０．０
山西晋南 磁铁矿 ５０ 矿山 ２０５ ２４５ ２００ －４０ －１６．３ ５ ２．５
山西晋南 入选矿 ３５ 矿山 ２１０ ２２５ ２０５ －１５ －６．７ ５ ２．４
山西晋南 铁精矿 ６３ 矿山 ５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７ ０ ０．０
山西晋东南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５５０ ６８０ ５６０ －１３０ －１９．１ －１０ －１．８
山西晋北 铁精矿 ６３ 矿山 ２４０ ３００ ２３５ －６０ －２０．０ ５ ２．１
山西太原 铁精矿 ６３ 矿山 ３００ ３８５ ３００ －８５ －２２．１ ０ ０．０
山西太原 铁精矿 ６４ 矿山 ３９０ ４６５ ３９０ －７５ －１６．１ ０ ０．０

辽宁抚顺地区 铁精矿 ６６ 矿山 ５００ ５３０ ５１０ －３０ －５．７ －１０ －２．０
辽宁辽阳地区 铁精矿 ６５（湿） 矿山 ４１０ ４９７ ４７５ －８７ －１７．５ －６５ －１３．７
辽宁朝阳地区 铁精矿 ６６（湿） 矿山 ４１０ ４８６ ４８６ －７６ －１５．６ －７６ －１５．６
辽宁北票地区 铁精矿 ６６（湿） 矿山 ４１０ ４８６ ４８６ －７６ －１５．６ －７６ －１５．６
辽宁建平地区 铁精矿 ６６（湿） 矿山 ４２０ ４９７ ４９７ －７７ －１５．５ －７７ －１５．５
辽宁本溪地区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４９０ ５２０ ５１０ －３０ －５．８ －２０ －３．９
浙江漓铁 球团矿 ６２ 杭钢 ７７０ ９３０ ７８０ －１６０ －１７．２ －１０ －１．３
江苏镇江 铁精矿 ６４ 矿山 ６８０ ６８０ ０ ０．０

安徽马鞍山地区 铁精矿 ≥６４ 矿山 ６４０ ７７０ ６５０ －１３０ －１６．９ －１０ －１．５
安徽铜陵地区 铁精矿 ≥６４ 矿山 ６４５ ７７０ ６５０ －１２５ －１６．２ －５ －０．８
安徽合肥地区 铁精矿 ≥６４ 矿山 ６４５ ７７０ ６５０ －１２５ －１６．２ －５ －０．８
安徽大别山地区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６８０ ７５０ ６７０ －７０ －９．３ １０ １．５
安徽大别山地区 铁精矿 ≥６６ 矿山 ７００ ８５０ ６９０ －１５０ －１７．６ １０ １．４
安徽庐江地区 铁精矿 ≥６４ 矿山 ６７０ ８４０ ６７０ －１７０ －２０．２ ０ ０．０
安徽繁昌地区 铁精矿 ≥６４ 钢厂 ６４５ ７７０ ６５０ －１２５ －１６．２ －５ －０．８
安徽繁昌地区 球团矿 ≥６２ 矿山 ７５０ ９００ ７５５ －１５０ －１６．７ －５ －０．７
安徽安庆地区 球团矿 ≥６２ 矿山 ７６０ ９７０ ７７０ －２１０ －２１．６ －１０ －１．３
山东沂水地区 球团矿 ６２ 矿山 ７６０ ７６０ ０ ０．０
山东鲁中公司 铁精矿 ６４ 矿山 ７００ ８９０ ７００ －１９０ －２１．３ ０ ０．０
山东金岭公司 铁精矿 ６６ 矿山 ７１５ ８２５ ７１５ －１１０ －１３．３ ０ ０．０
山东枣庄地区 铁精矿 ６６ 矿山 ５１０ ５７６ －６６ －１１．５
湖北大冶 铁精矿 ６３ 矿山 ６２０ ６８０ ６５０ －６０ －８．８ －３０ －４．６
湖北鄂州 铁精矿 ６４ 矿山 ６４０ ７００ ６７０ －６０ －８．６ －３０ －４．５
广东怀集 铁精矿 ６５ 钢厂 ７３０ ８１０ ７３０ －８０ －９．９ ０ ０．０
广东韶关 铁矿石 ５４－５５ 矿山 ５７０ ５５０ ２０ ３．６
河南安阳 铁精矿 ６５ 矿山 ５５０ ６２２ －７２ －１１．６

海南钢铁公司 块矿 ５５ 矿山 ４５０ ５０９ －５９ －１１．６
海南钢铁公司 粉矿 ５２ 矿山 ２４０ ２６０ －２０ －７．７
海南钢铁公司 铁精矿 ６３ 矿山 ５００ ５５４ －５４ －９．７
四川攀矿 铁精矿 ５４ 矿山 ２３８ ２７６ －３８ －１３．８
四川凉山 铁精矿 ５９ 矿山 ３８０ ４２９ －４９ －１１．４

　　注：本报表主要由河北省冶金矿山办、山西省冶金矿山公司、安徽省冶金矿山公司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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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冰生详解铁矿石谈判得失
　　一个月前，旷日持久并以意外涨价１９％结束
的铁矿石谈判，使得中国将为此多付出１００多亿元
新增成本。

中国消费了国际市场上三分之一以上铁矿石，

但并没有获得大买家应该获得的定价权。这场被

称为中国已经掌握了话语权的谈判，为何出现了这

样的结局？

７月２８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二季度钢铁工业
运行情况通报会上，面对媒体“问责”，情绪有些激

动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决定把

历时半年的铁矿石谈判从头说起。

中国企业在最后关头的失守，最大的原因就是

亚洲其他钢铁企业的“放水”。但据罗冰生介绍，个

别有长期协议的钢铁企业与贸易商高价倒卖铁矿

石，是直接影响谈判的致命伤。

谈判三步走

铁矿石价格谈判从去年１１月份开始，到今年６
月２０日正式达成涨价１９％，历时六个多月。罗冰
生说，谈判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去年１１月到今年３月，是供方三巨
头和需方三家企业三对三的谈判，供方要求大幅度

涨价４０％以上，需方要求降价，双方僵持不下，没
有突破。

第二阶段：今年４月到５月，谈了三轮，焦点和
主导权开始转移到了中国，中方开始与三方进行一

对三的谈判，供需差距开始变小，但仍不能取得一

致，中方开始主导谈判的全过程。

第三阶段：５月１５日开始到６月２０日，ＣＶＲＤ
与德国蒂森克虏伯达成了粉矿涨 １９％、球矿降
３％、块矿待定的协议，中方坚持要考虑中国市场，
对不同质量产品要采取不同的价格，但在谈判过程

中，亚洲一些钢铁企业陆续接受了这个涨幅，由于

亚洲价格的出现，中国进一步谈判的空间丧失，于

是接受了这个涨幅。

从罗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在第二个阶段，中国

企业开始走向前台，主导谈判，这在以往是没有过

的情况。以往中国价格跟随亚洲价格，而亚洲价格

都是由日本企业确定。中国企业在最后关头的失

守，最大的原因就是亚洲其他钢铁企业的“放水”。

“出现这样的结果，根本上是供需关系决定的，

我们有得有失，但得是主要的。”罗冰生说。

罗认为虽然最终结果是涨价，但这并不等于中

国的企业不成功。他说，中方企业主导了整个谈判

过程，话语权基本掌握在了中方，但话语权不等于

决策权。中国的谈判的意见和观点，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对方决策时也很重视，谈判整个的

节奏和重点，都是围绕着中方来进行的。另外，经

过中国钢厂的努力，供方４０％的涨幅要求没有实
现，在谈判中中国钢厂统一行动，体现了行业协调

与企业自律的力量。

大钢厂倒卖矿石

据罗冰生介绍，有两个致命伤直接影响了谈判

并被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是，在谈判的最

关键的四五月份，国内进口铁矿比同期突然多了

１１００万吨，造成了虚假的需求旺盛，供方借需求强
劲为由提出了涨价要求；二是个别有长期协议的钢

铁企业与贸易商在低价进口铁矿后，转手高价倒卖

给了那些没有长期协议资格的小企业，造成了“一

种产品，两种价格”，中国铁矿石市场价格被抬高，

给了供方“中国市场价格高”的口实。

“这样倒卖铁矿石，每吨能差１０美元以上。”罗
冰生说。

对于一个进口量以千万吨计的大钢厂，倒卖的

空间很大。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他接触的几家大

型钢铁厂，几乎家家都在倒卖矿石，利润以亿元计；

而一家大企业去年在这方面的利润就超过了１０亿
元。

罗冰生说，解决办法就是规范进口企业，目前

正与五矿商会研究，提高产业门槛，另外还要规范

国内贸易，提高长协比例，实行代理制，控制铁矿石

流向小钢厂。

罗冰生虽然对大钢厂利用特权倒卖矿石感到

不满，但他说：“中国的钢铁业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非

常重要的行业，决不能控制在外国人的手里。”中国

的大钢厂之所以能够拥有长期协议的特权，很大程

度上就取决于其在行业中的半垄断优势和巨大的

政策资源。

但是，再过三个月，明年的铁矿石谈判又要开

始了，已经“取得了话语权”的中国钢企将面临更为

严峻的挑战，除了自身钢产量仍难以控制地要突破

４亿吨以外，国际矿业巨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合
并：力拓、美国道奇公司都在６月开始了全球收购
的步伐。 （东方钢铁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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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铁矿石市场疲软价格回落
　　进入７月份，国内铁矿石市场需求不旺、交易
清淡、港口库存资源充足，部分钢厂继续小幅度下

调采购价格。

６月２０日，我国钢铁企业与必和必拓（ＢＨＰ）
达成２００６财年铁矿石价格协议，块矿和粉矿价格
均在２００５财年基础上再上升１９％。到目前为止，
进口矿市场一直比较疲软，价格不升反降，小幅回

落。

为什么铁矿石的合同价格上涨 １９％，而国内
的铁矿石市场价格没有上升反而下跌？据经营者

及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受国内钢材市场疲软、低迷影响，对铁矿

石市场价格的企稳反弹缺乏需求的内在支撑动力。

进入７月份后，由于台风、暴雨、高温等气候影响，
加上宏观调控的效应逐渐显现，国内市场对钢材需

求强度减弱，导致钢材市场价格频频下跌。跌幅之

大，跌势之猛，为近年所罕见。由此，一些钢厂主动

减产停产，尤其是一批中小型钢厂更是难以生存，

而不得不关停。显然，钢厂在下调铁矿石采购价格

的同时，在控制或减少铁矿石的采购量。市场需求

不旺，是导致近期铁矿石市场疲软、价格下滑的重

要原因。

二是铁矿石库存量较为充足，近期以消化库存

量为主。在前一时期，一些钢厂预料今年铁矿石合

同价格会上涨，因而组织了一批资源，尤其是南方

地区的一些钢厂的库存储备资源比较充裕，加上钢

市的疲软，产量压缩，因而这段时间大多用库存铁

矿石，不积极采购新的资源。

三是港口铁矿石库存量居高不下，疏港进展缓

慢。６月２０日，国家发改委、交通部、铁道部、商务
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出疏港特急通知，要求钢铁企业

尽快在港口存放的铁矿石运往厂内，从事铁矿石贸

易的企业，也要求迅速销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钢

铁企业。但疏港工作进展缓慢，全国主要港口的铁

矿石库存仍高达４３００多万吨。
（摘自《冶金经济内参》２００６．７）

我国规模大装备先进的直接还原铁项目在新疆兴建
　　我国规模大、技术装备水平最先进的年产２×
１５万吨直接还原铁（球团）项目，近日在新疆阿勒
泰地区的富蕴县全面兴建，该项目总投资 ４．５亿
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３．５亿元，将于２００７年７月
建成投产。该项目的目标是达到年产６０万吨直接

还原铁，二期工程将于２００９年８月完工。
目前，全球的直接还原铁年产量接近５０００万

吨，我国生产直接还原铁的企业有几十家，产能约

８０万吨，但是实际年产不足５０万吨，设备的利用率
仅为５０％左右。 （《冶金经济内参》２００６．７）

苏州港上半年货物吞吐量７０００多万吨铁矿石进口和煤炭占半壁江山
　　今年上半年，由张家港、常熟港和太仓港“三港
合一”的苏州港共完成货物吞量７１３１．７万吨，比去
年同期增长 ２７％。显示了两大特点：一是进口铁
矿石创下记录，达到１７６４万吨，约占全港货物吞量
四分之一；二是沿江能源和钢铁企业发展，使得煤

炭运量猛增。目前，苏州沿江地区的张家港、常熟、

太仓等地能源基地初具规模，新建火力电厂装机容

量已突破１０００万千万瓦，再加上苏州地区钢铁行
业炼焦用煤年需求量达４００万吨以上，上半年苏州
港完成煤炭吞吐量１７２１．８万吨，同比增长３５％ 。

（《冶金经济内参》２００６．７）

淡水河谷的全球最大铁矿山将投产运转
　　 全球最大铁矿石厂商巴西淡水河谷（ＣＶＲＤ）
称，本周其称之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矿山将开始运

转。

公司一主管 ＳｅｒｇｉｏｄｅＦｒｅｉｔａｓＬｅｉｔｅ表示，位于
ＭｉｎａｓＧｅｒａｉｓ州的 Ｂｒｕｃｕｔｕ新矿山的年产能将达

３０００万吨。
他解释说，在正式投产前将进行试运转，试运

转将在今年年底前展开。该矿山今年的铁矿石产

量将达到７００万吨，明年应会实现全部产能。
（东方钢铁在线）

高碳锰铁国际价格走高 国内价格较平稳
　　北美的高碳锰铁价格在本周较上周出现了高
达１００－１５０元／吨左右的涨幅，香港地区离岸价格
也出现了１０美元左右的上涨。国际高碳锰铁价格
上涨是否会对国内锰铁市场价格有所带动，联合金

属网对国内高碳锰铁市场参与者做了了解，市场参

与者普遍认为虽然北美价格出现上涨，出口价格可

能会有所上涨但未来国内价格走势仍需要时间来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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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一高碳锰铁厂认为北美市场价格上涨属

于需求行为，价格是否上涨仍需时间来带动。该厂

目前高碳锰铁６５Ｃ７出厂含税报价４６００元／吨，高
碳锰铁７５Ｃ７出厂含税报价５４００元／吨左右。

天津一贸易商认为国际市场高碳锰铁价格上

涨可能会对国内市场带来影响，但国际价格上涨是

国际市场对高碳锰铁需求增加，所以价格出现了上

涨，而国内价格是否上涨则取决于国内市场需求的

强弱。

该贸易商认为，目前国内锰铁需求相比其他锰

铁合金数量较少，国内价格相对受国际影响较少，

因此国内价格是否上涨仍需时间，但出口方面会有

所带动。 （东方钢铁在线）

近期世界散装矿物原料运输船市场呈平衡态势
　　好望角型大散装矿物原料船市场运价目前保
持平稳状态，如，巴西至中国大陆航线、巴西至欧州

航线以及澳大利亚西海岸至中国大陆航线等，市场

运价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变化。由于中国大陆对

进口铁矿石需求量大增，一度引起巴西至中国大陆

航线好望角型大散装矿物原料运输船市场价大幅

度攀升，６月份第二周其运价每吨下降至２４．７５美

元———２００５年５月以来运价每吨在２５美元左右摆
动。此外，尽管中国大陆铁矿石进口快速增加，但

是，由于不断有新建的好望角型大散装矿物原料运

输船投入营运，澳大利亚西岸至中国大陆航线铁矿

石海运价一直保持平衡，６月份第二周每吨为８．４０
美元，同比上涨１．０５美元。

（《冶金经济内参》２００６．７）

８月１１日港口铁矿石库存统计
　　截止到８月１１日我国２３个主要港口铁矿石
库存总量为４１７０万吨，较上周上涨１２０万吨。其
中印度矿库存为１０１０万吨，较上周上涨３３万吨。
本周各港口库存基本没有太多变化，进货与出货量

基本平衡，其中天津港口、曹妃甸港口和日照港口

库存有所上涨，但幅度不大，进货量多数为钢厂的

货。

本周随着海运价格的上涨，近日进口铁矿石成

本明显上涨。北方港口对澳大利亚和巴西矿采购

有所放大，但市场巴西和澳洲矿比较紧缺，目前询

盘多，实盘成交却并不大。本周天津港６３．５％印度
矿市场主流价格为６２５元／吨，６２％的印度粉矿报
价为６００元／吨，６４．５％印度块矿报价为６６０元／吨
左右，青岛港６２％的澳大利亚粉矿报价为６２０元／
吨左右，６３．５％的印度粉矿报价为６１５元／吨，５８％
澳大利亚粉矿报价为５３０元／吨，６４．５巴西粉矿价
格约为６５０元／吨；连云港６３．５％印度粉矿报价为
６２５元／吨，而 ５８％澳大利亚粉矿报价为 ５３０元／
吨。

本周印度矿外盘价格有所上涨。目前６３．５％
印度粉矿 ＦＯＢ价格最低为 ５２－５３美元／吨，ＣＦＲ
价格为６８－７０美元／吨，且成交困难；６０％ －６１％
粉矿由５９－６０美元／吨下降至 ５４－５５美元／吨，
５８％粉矿 ５２美元／吨下降至 ４８美元／吨（ＣＦＲ）。
由于中国钢铁企业需求疲软，加之目前港口铁矿石

库存达到４１７０多万吨。但在巴西和澳洲矿紧缺的
情况下，以及在海运上涨的带动下，预计后期进口

矿市场有望出现小幅上涨。

本周海运市场疯狂上涨后开始回落。目前图

巴朗———北仑／宝山的海运费维持在３６．０１４美元／
吨，较上周末３５．８０５美元／吨上涨０．２０９美元／吨，
上涨幅度高达０．５８％；而澳西———北仑／宝山海运
费约１３．００５美元／吨，较上周末１３．３４０美元／吨下
跌０．３３５美元／吨，下降幅度为２．５％。

本周港口库存统计列表　　（单位：万吨）

时 间 港　口 铁矿品种 总库存

８．１１ 秦皇岛港 印度矿４０ ２０４
８．１１ 青岛港 印度矿１５ ８５０
８．１１ 天津港 印度矿１７０ ４１０
８．１１ 京唐港 印度矿１３０ ２２０
８．１１ 曹妃甸 印度矿１５ １３０

８．１１ 日照港
印度矿１３０，巴西２００万，
澳洲２３０万，球团１０万，其他 ６２０

８．１１ 岚山港 印度矿１８０ １６５
８．１１ 烟台港 印度矿８ １４５
８．１１ 大连港 巴西３０万、多数为澳洲矿 ８５
８．１１ 丹东港 ２６
８．１１ 连云港 印度矿２２０ ２８０
８．１１ 营口港 印度矿１５万，球团４万吨 １２４
８．１１ 北仑港 印度矿６ ２５０
８．１１ 南通港 印度矿１２ １０１

８．１１ 镇江港
印度矿很少，澳洲，巴西，
秘鲁，中东等，球团１５万 １６０

８．１１ 其他港 ４００
８．１１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印度矿１０１０万 ４１７０

（我的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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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２年７月份国内部分锰矿石及其加工产品价格行情　　　　　　（元／ｔ）
产品名称 规 格 品 位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交货点

电解金属锰粉 一级（桶装，－４０～３２５目） １２８００－１３０００ １０４００ 长沙

电解金属锰片 一级 １１９００－１２２００ ９８００ 长沙

电解二氧化锰 一级 １０５００ ９５００ 湘潭

电解二氧化锰 一级 １００００ ６６００ 广西

电解二氧化锰 一级 ９０００ ６８００ 长沙
天然放电ＭｎＯ２ 　≥７０％ ２３００ ２３００ 长沙
天然放电ＭｎＯ２ 　≥６６％ ２１００ ２２００（含税） 广西
天然放电ＭｎＯ２ 　≥６５％ １８００ ２１００（含税） 长沙
天然放电ＭｎＯ２ 　≥６３％ １６００ 桂阳
活性ＭｎＯ２ 含ＭｎＯ２８０％ ６３００ ４６００ 长沙

硫酸锰 国标工业级 ３４００ ２３００ 长沙

硫酸锰 国标饲料级 ３５００ ２４００ 南宁

金属锰（电炉） Ｍｎ９７％ １４８００ １０３００ 长沙

高纯碳酸锰 １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长沙

四氧化三锰 电子级（比表面６～１０ｍ２／ｇ） １２６００ １１８００ 长沙

天然化工锰粉 ≥５５％ １３００ ２０００ 长沙

天然化工锰粉 ＭｎＯ２６５％，－１２０目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长沙

天然化工锰粉 ＭｎＯ２６５％，－１２０目 １９００ １０００ 广西

天然化工锰粉 ＭｎＯ２６８％，－１２０目 ２１００ １１５０ 长沙

天然化工锰粉 ＭｎＯ２７５％，－１２０目 ２５００ 广西

锰矿石 Ｍｎ≥３８％，Ｐ≤０１％，Ｆｅ≤３％ １２００ ９００ 长沙

高锰酸钾 １０５００ １４５００ 产地

２００６年２季度（６月）河南省冶金矿产品市场价格（含税）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品位 （％） 价格 （元／ｔ） 主要用户

萤石 精矿 ＣａＦ２９８ｍｉｎ ７８０ 国内氟化工

萤石 精矿 ＣａＦ２９７ｍｉｎ ７５０ 国内氟化工

萤石 精矿 ＣａＦ２９５ｍｉｎ ５６０ 国内氟化工

萤石 块矿 ＣａＦ２８５ｍｉｎ ３９０ 国内冶金

萤石 块矿 ＣａＦ２８０ｍｉｎ ３６０ 国内冶金

兰晶石 精矿 Ａｌ２Ｏ３５５ｍｉｎ １２００ 国内耐火

红柱石 精矿 Ａｌ２Ｏ３５５ｍｉｎ ２８５０ 国内耐火

硅线石 精矿 Ａｌ２Ｏ３５５ｍｉｎ ２７５０ 国内耐火

镁橄榄石 精矿 ＭｇＯ４２ｍｉｎ ３００ 国内耐火

高铝矾土熟料 竖窑料 ＧＡＬ－８５ ５００ 国内耐火

高铝矾土熟料 竖窑料 ＧＡＬ－８０ ４４０ 国内耐火

高铝矾土熟料 竖窑料 ＧＡＬ－７０ ３３０ 国内耐火

高铝矾土熟料 竖窑料 ＧＡＬ－６０ ２６０ 国内耐火

高铝矾土熟料 竖窑料 ＧＡＬ－５０ ２３０ 国内耐火

硬质粘土熟料 竖窑料 ＹＮＳ－４５ ４００ 国内耐火

硬质粘土熟料 竖窑料 ＹＮＳ－４４ ３８０ 国内耐火

硬质粘土熟料 竖窑料 ＹＮＳ－４３ ３２０ 国内耐火

硬质粘土熟料 竖窑料 ＹＮＳ－４２ ３１０ 国内耐火

软质粘土 一级 ２５０ 国内陶瓷

软质粘土 二级 ２３０ 国内陶瓷

软质粘土 三级 １９０ 国内陶瓷

全国２００６年５月冶金产品进口情况（国别）　　　　　　　　　单位：万吨，万美元
产品－国别

当　月 １～６月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同　比（％）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铁矿 ２４５６．８７ １４８６３４．６８ １３２６２．５６ ８２０７５１．０２ １０９３８．０３ ７３５３４８．７９ ２１．２５ １１．６１
澳大利亚 ９２７．４１ ４８３８３．５８ ５０３６．０３ ２６８４７０．０５ ４３０１．５５ ２２７６７６．３７ １７．０７ １７．９２
印度 ６００．９３ ３８１５３．０２ ３２８６．９８ ２０６８７５．８０ ３１４９．８９ ２５６５８４．７４ ４．３５ －１９．３７
巴西 ４８５．２９ ３２５４５．９４ ２９３３．４６ ２０９７９３．０５ ２１５４．１８ １４３０４７．３９ ３６．１８ ４６．６６
南非 １０５．５５ ６４９０．２８ ５６１．２５ ３５１７６．５４ ４５７．０８ ２８５２４．５６ ２２．７９ ２３．３２
秘鲁 ６８．７５ ４３８２．８４ ２１２．０７ １３７６４．７９ １２０．６２ １２０３９．４７ ７５．８２ １４．３３
哈萨克斯坦 ４９．３５ ３６８４．３６ １８７．９８ １４２７４．１５ ５９．９２ ５４６６．９６ ２１３．７２ １６１．１０
加拿大 ３８．８９ ３９１２．８６ １８７．５７ １８０１６．４９ ８２．５８ １２４３０．６１ １２７．１４ ４４．９４
俄罗斯 ２１．９４ １７９５．８７ １４３．２２ １１３８５．２５ １０４．７０ １３７４６．３９ ３６．７９ －１７．１８
智利 ３０．３７ １９８７．１６ ９２．５４ ６３９８．５６ ５０．７２ ４０１２．９５ ８２．４４ ５９．４５
伊朗 １５．０４ ９６９．０４ ８８．０６ ５２７０．９７ ９６．３４ ７０１０．６０ －８．５９ －２４．８１
委内瑞拉 ９．６８ ６５５．９３ ７９．８２ ５９２２．７９ ９５．０１ ７６４６．５７ －１５．９９ －２２．５４
乌克兰 ２２．９７ １６２７．１９ ６９．５３ ５４１４．９３ １０．６７ １５１７．７４ ５５１．８７ ２５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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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国别
当　月 １～６月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同　比（％）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越南 １３．５４ ５４８．６８ ６４．４６ ２６１４．２６ ３９．１３ １５０４．５１ ６４．７３ ７３．７６
印尼 １２．４３ ６９１．７３ ６４．０６ ３３３７．４４ ２８．９１ １７８２．２５ １２１．６１ ８７．２６
朝鲜 １７．７２ ８７１．４７ ５８．３５ ２７３４．４７ ３３．４６ １７４１．０５ ７４．４０ ５７．０６
菲律宾 ２．２０ １３５．９６ ５７．５４ ４１８３．７５ ３．５８ １８２．０１ １５０８．１１ ２１９８．６５
缅甸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８．０６ ４７４．２９ ０．２４ ７．１５ １５８８７．１３ ６５３４．７３
墨西哥 ６．８１ ４０４．３９ ２８．１３ ２０５９．７８ ５１．０３ ３７８２．２０ －４４．８７ －４５．５４
美国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９９ １５９２．８６ １４．５９ １４８０．７０ ３０．１７ ７．５７
莹桑比克 ３．９０ ２８８．７９ １１．９６ ８７９．４８ １３．７５ ９５２．４１ －１３．０１ －７．６６
精矿粉 ２９３．００ １７７３７．０４ ２１２６．６０ １３２９４６．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巴西 １３７．９４ ８５５７．１３ ７６３．１４ ５０３０２．６９ ０．００ ０．００  
印度 ３３．８３ ２０３７．６９ ５８２．５５ ３７３２５．６３ ０．００ ０．００  
澳大利亚 ７．６８ ３７３．３５ ４０７．２５ ２２３３４．６１ ０．００ ０．００  
秘鲁 １６．３７ １００９．２１ ６６．９２ ３７９０．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智利 ２６．０４ １７３４．５１ ６０．５４ ４０９７．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南非 １３．６９ ９３７．６０ ５８．４３ ４００５．７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朝鲜 １５．８１ ８０５．３７ ４７．９６ ２３１４．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委内瑞拉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６６ １９６４．５５ ０．００ ０．００  
哈萨克斯坦 ６．７７ ３８３．４２ １９．９１ １１６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乌克兰 １１．５１ ８３４．４０ １７．８５ １２７４．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  
伊朗 ５．８１ ３８４．１４ １６．７０ １１２７．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越南 １．４６ ７３．３１ １３．３０ ５７５．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新西兰 １１．６７ ３６７．６１ １１．６７ ３６７．６１ ０．００ ０．００  
莹桑比克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０６ ５９０．６９ ０．００ ０．００  
俄罗斯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６１ ４６４．４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墨西哥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８５ ４４５．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０  
马来西亚 ３．９３ ２１２．０１ ５．１８ ３０３．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加拿大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５９ ３９６．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印尼 ０．４９ ２７．３０ １．２８ ５５．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菲律宾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５ ２７．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块矿 ４５２．６７ ２７４１７．６８ ２８３５．８９ １７２９２７．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０  
澳大利亚 ２３５．５７ １３９１９．３３ １３５４．４５ ７８７４４．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印度 １２２．１７ ７５４７．６３ ８１２．８１ ５０１２３．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巴西 ３３．７９ ２５６４．２２ ３１４．５５ ２４２８１．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  
南非 ２１．７７ １４３６．６２ １６６．９５ １１６９０．９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越南 １０．０６ ３８９．６２ ４０．７７ １５９３．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０  
缅甸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７．９３ ４７０．９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印尼 ４．７０ ２２９．９１ ３２．２７ １６５１．６２ ０．００ ０．００  
伊朗 ６．７８ ４３７．９０ ２５．６７ １５０１．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委内瑞拉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１１ １１１１．７１ ０．００ ０．００  
朝鲜 １．８５ ６３．６０ ９．８１ ４０１．３５ ０．００ ０．００  
蒙古 ４．７１ ２８９．９６ ９．４９ ５４８．８４ ０．００ ０．００  
秘鲁 ６．５６ ２５７．７０ ６．５６ ２５７．７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泰国 ２．５０ １４５．１６ ４．０７ ２３６．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菲律宾 ２．２０ １３５．９６ ２．９７ １７３．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墨西哥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９９ ９９．３５ ０．００ ０．００  
马来西亚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８ ４１．９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加拿大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烧结用粉矿 １５１３．８１ ８６３４４．８０ ７１５５．８３ ４１２４９０．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０  
澳大利亚 ６７９．５６ ３３７０８．３０ ３２３６．３２ １６４３５９．７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印度 ４３４．７１ ２７６９３．９９ １８０８．８７ １１２６０４．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巴西 ２６７．８０ １７３４４．８２ １５０６．５１ ９９５８０．８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南非 ７０．０９ ４１１６．０６ ３３５．８７ １９４７９．９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秘鲁 ２０．１９ ９４２．１０ ６７．９１ ３９５０．５５ ０．００ ０．００  
伊朗 ２．４５ １４７．００ ４５．６９ ２６４２．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委内瑞拉 ９．６８ ６５５．９３ ３９．０４ ２８４６．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印尼 ５．８３ ３２７．１８ ２７．０８ １３８２．９７ ０．００ ０．００  
智利 ４．３３ ２５２．６４ ２６．７０ １７１２．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墨西哥 ６．８１ ４０４．３９ １３．４０ ８１５．１９ ０．００ ０．００  
美国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５４ １０１８．８４ ０．００ ０．００  
越南 ２．０２ ８５．７５ １０．４０ ４４５．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俄罗斯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４７ ５２６．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乌克兰 ６．４３ ３７７．８６ ６．４３ ３７７．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莹桑比克 ３．９０ ２８８．７９ ３．９０ ２８８．７９ ０．００ ０．００  
马来西亚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５９ ９８．９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加拿大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２ １８３．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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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国别
当　月 １～６月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同　比（％）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数　量 金　额
菲律宾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９ ４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泰国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２ ７０．７１ ０．００ ０．００  
蒙古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８ ４７．９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已烧结的铁矿砂及其精矿 １９７．３９ １７１３５．１３ １１４４．２４ １０２３８７．２８ ７７２．５４ ８６３０７．５０ ４８．１１ １８．６３
巴西 ４５．７６ ４０７９．７７ ３４９．２６ ３５６２８．３０ ２８７．９６ ２２０１５．４３ ２１．２９ ６１．８３
加拿大 ３８．８９ ３９１２．８１ １８０．８５ １７４３７．３０ ７８．１３ １２０７０．９９ １３１．４７ ４４．４６
哈萨克斯坦 ４２．５９ ３３００．９４ １６８．０７ １３１１４．０３ ５１．５６ ４９３５．４２ ２２５．９５ １６５．７１
俄罗斯 ２１．９４ １７９５．８４ １２９．１４ １０３９４．７０ ５７．８３ ８６８５．２６ １２３．３２ １９．６８
印度 １０．２２ ８７３．７１ ８２．７４ ６８２１．９１ １３８．１４ ２１７６６．５７ －４０．１０ －６８．６６
秘鲁 ２５．６２ ２１７３．８３ ７０．６８ ５７６６．０２ ５１．９９ ５９４８．０６ ３５．９４ －３．０６
菲律宾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２．７３ ３９４２．７７ ０．００ ０．００  
乌克兰 ５．０２ ４１４．９４ ４５．２５ ３７６２．８３ １０．０１ １４６１．５７ ３５１．７９ １５７．４５
澳大利亚 ４．６０ ３８２．５９ ３８．０１ ３０３１．６６ ５２．９２ ５２９８．５８ －２８．１７ －４２．７８
墨西哥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９０ ７００．０８ ２３．３７ ２０１０．０８ －７０．４６ －６５．１７
美国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４６ ５７４．０２ ２．４５ ３８１．８４ １６３．２２ ５０．３３
智利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３０ ５８８．９３ ３．１５ ２８２．７１ ６８．３３ １０８．３２
印尼 １．４１ １０７．３４ ３．４３ ２４７．６７ ２．０３ １４８．００ ６９．０１ ６７．３４
沙特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８２ ２００．５４ １．５０ １９３．８９ ８８．０１ ３．４３
马来西亚 １．２９ ９０．８６ ２．５３ １７４．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朝鲜 ０．０６ ２．５０ ０．０６ ２．５０ ０．６５ ４５．６２ －９０．３４ －９４．５２
锰矿 ４６．６６ ４４６６．１６ １９２．１５ ２０３１３．８７ ２１４．５０ ３４２４７．３４ －１０．４２ －４０．６８
澳大利亚 ２１．７５ ２３２８．８９ ７１．４９ ８２７５．６６ ５７．８５ １０６２７．１３ ２３．５８ －２２．１３
加蓬 １．６３ ２０３．４１ ３５．３７ ４４８３．５２ ２１．０８ ４４０３．４４ ６７．８３ １．８２
加纳 ６．４９ ４１７．５６ ２６．８２ １８８７．５４ ２８．６９ ３４９９．５４ －６．５３ －４６．０６
南非 ６．８４ ７５６．３６ ２６．５３ ２９５８．９４ １５．５２ ２７９１．８０ ７０．９２ ５．９９
巴西 ５．６６ ４０９．６３ １９．２９ １７１０．０１ ３４．４４ ６５３４．４１ －４３．９８ －７３．８３
印度 １．６１ ８７．８８ ５．１５ ３００．６０ ４．９７ ３５２．２０ ３．６７ －１４．６５
印尼 １．５７ １６３．７４ １．６５ １７２．２１ １．４８ １９０．３８ １１．６８ －９．５５
哈萨克斯坦 ０．２３ ２０．００ １．６５ １２７．７６ ４．４６ ２９１．３７ －６３．０３ －５６．１５
科特迪瓦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３ ２０１．８４ ２．１３ ２３９．３８ －３２．５６ －１５．６８
缅甸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６ ４２．７１ １６．９９ ７２６．０３ －９３．７６ －９４．１２
越南 ０．２９ ２１．４０ ０．７１ ４８．１７ ３．１３ １５８．１０ －７７．３１ －６９．５３
韩国 ０．５９ ５７．１２ ０．５９ ５７．１２ １．１３ １５０．２９ －４７．８８ －６１．９９
摩洛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３．７８ ０．１８ ２２．１１ －１０．７４ ７．５９
菲律宾 ０．００ ０．１６ ０．１１ １３．３９ ０．２８ ３７．２１ －６０．６０ －６４．０１
巴基斯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７．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泰国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赞比亚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日本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６ １．８４ １９１．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９２
伊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铬矿 ３６．４２ ６０３８．３３ １５５．０５ ２４５１９．９４ １１７．２３ ２３５９２．６０ ３２．２７ ３．９３
印度 ５．３７ １０５４．２０ ６２．５０ １０３６７．７６ ４４．０５ １０７８３．０２ ４１．８８ －３．８５
土耳其 １１．９９ ２０６１．２８ ２３．０２ ３６５４．５２ ２５．７６ ４７４０．７７ －１０．６６ －２２．９１
南非 ６．４１ ９５５．６１ ２２．８５ ３６７１．６３ ３．７４ ９１９．８２ ５１０．９５ ２９９．１７
伊朗 ２．２８ ４１６．６４ １１．３６ １７１６．９４ ９．２５ １５４９．０３ ２２．８４ １０．８４
澳大利亚 １．４９ ２２１．０６ ７．９０ １１０５．８２ ７．２５ ９８４．１３ ８．９６ １２．３７
巴基斯坦 ２．３２ ３８２．７９ ６．５２ １００４．６９ ６．２９ １１９６．６１ ３．６３ －１６．０４
巴西 １．７６ ２８８．９２ ４．４３ ７３０．０２ ３．８２ ６６１．５４ １６．０８ １０．３５
菲律宾 １．２３ １６７．１０ ４．２３ ５４１．４２ ２．６２ ４５０．５９ ６１．８８ ２０．１６
哈萨克斯坦 １．５６ ２２７．８８ ４．０７ ５８１．６４ １．９８ ３３５．１５ １０５．１８ ７３．５５
马达加斯加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８ ３００．７３ ０．６８ １７０．５０ ２１８．８９ ７６．３８
越南 ０．４７ ５４．３９ １．９７ ２２３．１８ ３．９３ ５０７．８０ －４９．７５ －５６．０５
阿尔巴尼亚 １．３７ １８８．２１ １．３７ １８８．２１ ０．８８ １９９．５６ ５５．５０ －５．６９
苏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９ １６６．２８ １．２７ ２５８．９２ －２１．８４ －３５．７８
不详国别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９ １５４．９４ ０．５０ １０２．８０ ９９．５３ ５０．７１
印尼 ０．０２ ３．０２ ０．５２ ９１．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阿曼 ０．１４ １７．２５ ０．１４ １７．２５ １．９０ ２０４．８６ －９２．７７ －９１．５８
莹桑比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３．３６ ０．００ ０．００  

　　注：本刊第７期提前刊登了６月数据，５月数据本月补登。

５３

　　·冶金矿产品市场信息·　　　　　　　　　　　　　　　　　　　　　　　　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统计信息·

全国重点矿山露天采矿技术经济指标

２００６年７月

单　　位
劳动生产率（总量）吨／人月

全　员 工　人

电铲效率

万吨／台月
４～８立方米

８０吨以上
电机车效率

万吨／台月

牙轮钻机效率

米／台月

４２吨汽车效
率　万吨
公里／台月

电力单耗

度／吨
（总量）

轮胎消耗

条／万吨公里

重 点 ９４８ １０８５ １２．５４ ２１．３４ ２６３１ ８．５８ １．２９ ０．１１
首钢 ５５８４ ６２４７ １７．５５ ０ ４９４４ １３．６９ ０．７３ ０．０８
　矿山公司 ５５８４ ６２４７ １７．５５ ０ ４９４４ １３．６９ ０．７３ ０．０８
　 大石河 ３５７１ ３６６８ １７．５４ ０ ２５８９ １３．６９ ０．３５ ０．０８
　 水　厂 ５８７１ ６６５１ ０ ０ ５２８０ ０ ０．７７ ０
宣钢 １２９２ １４４５ １３．９３ ０ １３２５ ６．２２ ０．８８ ０．０３
　近北庄 １２９２ １４４５ １３．９３ １３２５ ６．２２ ０．８８ ０．０３
唐钢 １７５５ ０ ６．５８ ０ １２７６ ２．８６ ０．４３ ０．２３
　棒磨山 １０８６ ０ ５．１５ １４３５ ２．１４ １．１１ ０．２３
　庙　沟 ２９０５ ０ ８．０２ １１１７ ３．６４ ０ ０
太钢 １５２６ ２５４０ １８．２４ ０ ３５９７ ５．９ ０．８ ０
　峨口 １５１１ ２３５４ １８．０２ ０ ４３６９ ６．１５ ０．６６ ０
　尖山 １５４０ ２７３７ １８．４５ ０ ２９７９ ５．６６ ０．９２ ０
包钢 ７９２ １２１４ ０ ９．１５ ３２３７ ０ １．４８ ０．０５
　白　云 ７９２ １２１４ ０ ９．１５ ３２３７ ０ １．４６ ０．０５
　公益明 ０ ０ ２．９２ ０
鞍钢 １４５５ １２５８ １６．８４ ３８．５３ ３０４３ １４．９５ １．３１ ０．１９
　矿山公司 １０７３ １２５８ １８．９５ ２０．７５ ２９０５ １８．７２ １．７４ ０
　 大孤山 ８０２ ９３２ １６．４ ４．２７ ２７７５ １５．３５ ２．７６ ０
　 东鞍山 ６５７ ７０９ １１．６１ ６２．７９ ２４９６ ６．０１ ２．６７ ０
　 眼前山 ７８２ １１４８ ２３．７８ ６．６７ ４５０２ １２．４７ ２．５８ ０
　 齐大山 １８３６ ２０４９ ２４．８７ ７．２１ ２７４５ ２３．９７ ０．８１ ０
　弓长岭矿山 ３７８５ ０ １３．７７ ８１ ３３５３ ９．０３ ０．５６ ０．１９
　 弓长岭露 ３７８５ ０ １３．７７ ８１ ３３５３ ９．０３ ０．５６ ０．１９
本钢 １１１１ １３１４ １３．０８ ６．１５ ２５３３ １４．７３ １．４４ ０．０６
　矿业公司 １１１１ １３１４ １３．０８ ６．１５ ２５３３ １４．７３ １．４４ ０．０６
　 南　芬 １６２４ １８００ １９．１ ０ ２２６８ ２７．０２ １．０６ ０．０２
　 歪头山 ５５７ ７１０ １１．８７ ６．１５ ３０６３ ６．５４ ２．４５ ０．２３
马钢 ３８７ ４３９ ５．６９ ０ ５８４ ５．５７ ２．４３ ０．１６
　 南 山 ３６１ ３９９ ５．０９ ０ ６４８ ６．７９ ２．０４ ０．１４
　 凹　山 ２１７ ２４１ ４．４３ ０ ８９３ ２．８７ ０．１６
　 东　山 ３６３ ４００ ４．２４ ０ ６９６ ０ ２．７１ ０．２８
　 高　村 １２４６ １３２５ ６．９１ ０ １１０ ６．７９ ０．８１ ０．０８
　姑　山 ４９２ ６３３ ８．８１ ０ ４５６ ５．４ ３．６３ ０．１８
　桃　冲
武钢 １６５ １７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大　冶 １６５ １７９ ０ ０ ０
海南铁矿 １４７ １９７ ９．９３ ５．４８ ２０６２ ３．３１ ２．１６ ０．５９
攀钢 ５９０ ７１８ １３．９９ １３．７１ １３０３ ４．０１ １．４６ ０．１７
　兰　尖 ６５３ ７７７ １５．１１ ２０．１６ １２１６ ３．６５ １．３８ ０．１７
　朱　矿 ４８７ ６１８ １２．５４ １２．５ １７３７ ４．５９ １．６１ ０．１８
广东大宝山铁矿 ５５１ ５７１ ２ ０ ０ ０ １．５４ ０
密云铁矿 ３２６８ ０ ６．５６ ２８０４ ２．１６ ０．２１
通钢板石矿业 １８７ １８７ ３．５６ ７０６ ０ １．８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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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矿山露天采矿技术经济指标

２００６年７月

单　　位 矿石成本
（元／吨）

矿石品位
（％）

矿石回采率
（％）

矿石贫化率
（％）

炸药
（千克／万吨）

雷管
（个／万吨）

导火线
（米／万吨）

剥采比
（吨／吨）

重 点 ５９．０４ ３０．６９ ９６．１６ ６．４９ ２４７９．５２ ２４．０５ １７．０１ ３．１５

首钢 ６５．７ ２４．９５ ９５．４５ ６．７ ２１８６．２８ ０．７８ ２．１３ ４．９８

　矿山公司 ６５．７ ２４．９５ ９５．４５ ６．７ ２１８６．２８ ０．７８ ２．１３ ４．９８

　 大石河 ０ ２３．４９ ９６ ４．８７ ２５３３．２６ ２．４６ ０．９８ ２．５

　 水　厂 ０ ２５．１９ ９５．４ ６．８６ ２１５６．２６ ０．６４ ２．２３ ５．３７

宣钢 １２６．５３ ３０．１６ ９５．７９ １４．５３ ２６１７．５７ ９３ １８５．８８ ６．５４

　近北庄 １２６．５３ ３０．１６ ９５．７９ １４．５３ ２６１７．５７ ９３ １８５．８８ ６．５４

唐钢 ４９．２７ ２９．８１ ９２．５６ ６．５７ １８０９．１１ ３０．９２ ４１．７８ ２．０５

　棒磨山 ５０．０４ ３３．１５ ９５．９７ ２．３２ ２０２９．２１ ７３．３ １０６．８８ １．３７

　庙　沟 ４８．４８ ２６．４１ ８９．０４ １０．８８ １６６７．８７ ３．７２ ０ ２．７４

太钢 ４７．２１ ２７．９５ ９５．８５ ９．５２ ２９３９．９５ ４６．３９ ３．８８ ３．１３

　峨口 ５７．０７ ２７．７１ ９６．５７ ５．９２ ３００９．４１ ３１．３６ ３．８５ ３．６６

　尖山 ４１．４９ ２８．１５ ９５．３ １２．１６ ２８７７．７２ ２２．４５ ０．７８ ２．７２

包钢 ５９．３１ ３２．９２ ９９．８６ ０．７２ １０５７．７２ ３５．２７ ２９．３５ ２．６３

　白　云 ５９．３１ ３３．０３ ９９．８６ ０．７２ １０５７．７２ ３５．２７ ２９．３５ ２．６３

　公益明 ０ ３０．６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鞍钢 ５９．６６ ２９．２７ ９５．３１ １１．０７ ２１１８．３１ ３３．２６ ０ ３．４４

　矿山公司 ５９．６６ ３０．１１ ９７．３３ １１．４５ ２２４２．６４ ３３．２６ ０ ２．８６

　 大孤山 ５２．５４ ３２．１９ ９９．１３ １０．１ １５５７．４９ ２７．５６ ０ ３．２５

　 东鞍山 ５５．２４ ３２．７１ ９６．５２ １０．５１ ４３４６．８５ ５２．２７ ０ ２．６８

　 眼前山 ８０．５ ３１．０２ ９５．３ １０．２２ ２６６６．８１ ７２．３４ ０ ３．３８

　 齐大山 ５９．４９ ２８．４４ ９７．２７ １２．４９ １９２９．５７ ２１．３５ ０ ２．６５

　弓长岭矿山 ０ ２７．０１ ８９．５２ ９．９２ １９０２．９６ ０ ０ ４．９７

　 弓长岭露 ０ ２７．０８ ８９．５２ ９．９２ ０．１９ ０ ０ ４．９７

本钢 ６５．０３ ３０．９１ ９７．８１ ３．７８ ３７５８．６１ １３．４２ １７．５９ ４．１

　矿业公司 ６５．０３ ３０．９１ ９７．８１ ３．７８ ３７５８．６１ １３．４２ １７．５９ ４．１

　 南　芬 ８５．２ ３１．２１ ９８．５３ ３．５ ４０６５．３２ ７．６４ １９．０９ ４．２１

　 歪头山 ８５．０３ ２９．７７ ９４．９９ ４．８９ ２９４９．１６ ３４．６２ １２．０８ ３．６６

马钢 ６１．６７ ２７．２３ ９６．１３ ５．０７ １００５．６２ ２２．８９ ０．６ １．３２

　 南 山 ５９．２９ ２５．３ ９６．７４ ４．７８ １０６３．７２ ０．６７ ０．７９ １．０２

　 凹　山 ５３．１３ ２５．２２ ９７．３５ ４．９６ １６１２．３ １．３１ １．５１ ０．１６

　 东　山 ８８．５８ ３８．６６ ９５．１３ ４．５６ １７４４．４ ０．５７ ０．８５ ２．５４

　 高　村 ６６．１６ １６．４８ ９５．２７ ４．１５ １３０．２ ０．０５ ０ ３．７６

　姑　山 ７６．４４ ３９．１８ ９２．５２ ６．８ ８２９．３２ ９０．３ ０ ３．１４

　桃　冲

武钢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大　冶

海南铁矿 ２４２．９８ ４７．３８ ９７．６４ ２．９８ ２４３０．３９ ２４．０７ ４．８６ ３．６２

攀钢 ２３．０２ ３４．７９ ９３．３４ ４．２１ １１４６．７８ ２１．０５ ４３．２３ １．６７

　兰　尖 ５４．１６ ３５．１４ ９３．５２ ４．４４ １１２１．３６ ２２．３７ １０．１５ ２．０２

　朱　矿 ４９．４ ３４．２４ ９３．０７ ３．８６ １２０１．５４ １８．２１ １１４．４６ １．１５

广东大宝山铁矿 ５９．３４ ５０．９８ ９７．０９ ２ ８９５ ０ ５ １．２７

密云铁矿 ６０．５９ ２７．４４ ９７．０５ ９．０４ ２２５４．０７ ０ ０ １．６８

通钢板石矿业 ０ ３２．４４ ０ １．４５ ３７１４．９２ ２８１．７７ ３３．６８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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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矿山地下采矿技术经济指标　　　　　２００６年７月

单　位
劳动生产率
吨（总量）／人月

全　　员 工　　人

采矿工班
效率
吨／工班

掘进工班
效　率
米／工班

掘进工班
效　率
立米／工班

装运机效率
万吨／台月

铲运机效率
万吨／台月

电力单耗
度／吨

重 点 １３８ １６８ ３５．９８ ０．２６ ２．９６ ０．８２ １．２８ １５．０６

邯邢 １１６ １６８ ３８．０３ ０．４３ ４．２８ ０ １．６１ ２１．０９

　玉石洼 １４ ２０ １２．５ ０．３４ １．２４ ０ ０ １７．８４

　西石门 １１１ ２００ ３４．０８ ０．４５ ４．４１ ０ ０．７１ ２５．７８

　团　城 ３０ ３５ ４．１８ ０．１９ ０．８９ ０ ０ ３７．８８

　北?河 ２０８ ２４６ ９２．５７ ０．５２ ６．２５ ０ １．９３ １５．９４

鞍钢弓矿地采 １３３ ０ ４４．５３ ０．４６ ３．０２ ０ ０．６２ １３．６９

上海　梅山 ２９８ ３４３ ６５．４１ ０．２ ３．７８ ０ ４．７５ ７．８

鲁中 ８５ ９３ ２４．５４ ０．１６ １．８４ ０ ０．５４ ２２．２１

　小官庄 ９０ ９８ ３１．６２ ０．１４ １．５１ ０ ０．５２ ２３．６１

　张家洼 ７４ ８１ ２７．４７ ０．２４ ３．３７ ０ ０．６３ １８．７７

马钢桃冲 ９７ １１２ ４８．４８ ０．３４ ３．６９ ０ １．０５ ９．４１

武钢 １４８ １６７ ４３．６ ０．２９ ５．０３ ０．９８ １．３９ １５．３２

　大　冶 １６０ １６８ １０９．６ ０．１１ ０ ０ １５．７６

　金山店 １４３ １５８ ３１．１４ ０．２６ ３．５３ ０．９８ １６．２６

　程　潮 １４８ １７４ ４７．３８ ０．５１ ９．８５ １．３９ １４．４２

酒钢　镜铁山 ２６９ ２８６ ２５．５８ ０．５ ７．２７ ０．５２ １．４７ ７．１９

浙江漓渚铁矿 ２２１ ３４１ １６．８ ０．２１ １．８１ １．１８ ８．６

江苏利国铁矿 ３３ ３９ １５．４９ ０．２ １．４１ ０ ０ ７２．６４

江西新余良山 １１８ １７０ ４５．０２ ０．２２ １ ０ ０ ４．４９

通钢板石矿业 ５４ ５４ ２０．９７ ０．６ ６．１ ０．１４ ０．２８ ２２．６１

全国重点矿山地下采矿技术经济指标　　　　　２００６年７月

单　　位 矿石成本
元／吨

矿石品位
％

矿石回采率
％

矿石贫化率
％

炸药
（千克／万吨）

雷管
（万吨／个）

导火线
（米／万吨）

掘采比
米／万吨

重 点 ９１．２４ ３８．９５ ７４．４６ １５．９７ ６１１３．０２ １５１０．２ ９７１．６９ ５７．４５
邯邢 ９８．８２ ３５．８ ７７．１２ １７．５ ５５５９．５８ ３３０５．９３ １３７７．９９ ７６．９７
　玉石洼 ８２５．３４ ２２ ０ ２１．４３ ２０２７７．６４ ３２９２２．０１ ３５７１４．４６ ２５３．８５
　西石门 １１３．２６ ３１ ７６．６１ １９．１７ ５４９６．２４ ５５５１．３６ ９１８．７８ １０７．１８
　团　城 １７２．９８ ３０．４２ ７４．４９ ２３．３５ １８６２．５５ １５５２．１３ ２１５５．７３ １２０．７６
　北?河 ５９．７１ ４０．５１ ７７．４３ １６．４４ ５２７３．５９ ２１５．５１ ５０９．０９ ４３．５３
鞍钢弓矿地采 ０ ３６．６６ ３６．６６ ２２．１９ ２７８３．５５ ０ ０ ４７．６９
上海　梅山 ４９．１４ ４３．３４ ０ ０ ４６３５．５９ ４７９．３２ ７７１．２ ２５．２５
鲁中 １００．４７ ４３．９８ ７０．５１ ２２．８５ ８０１７．８６ ３９１６．６７ １３１４．６３ ９１．４７
　小官庄 ９８．２ ４３．５１ ７０．７９ ２２．６４ ７６０３．３８ ５０２８．１８ １２２８．３８ ８７．８６
　张家洼 １０７．８７ ４５．５１ ６９．５９ ２３．３３ ９２６２．９５ ５７７．６９ １５７３．７１ １０２．８８
马钢桃冲 ７２．４９ ３７．７５ ８０．８５ １６．２８ ７１４０．５２ １３４１．６１ ４３９．９６ ２７．１６
武钢 １２７．８ ４７．７３ ０ ０ ４７２５．４３ ５７８．１８ ９２５．８９ ４６．２９
　大　冶 １３２．３４ ５２．９２ ０ ０ ３４９６．４６ ７４９．６３ １８９６．５７ ３８．７７
　金山店 ９４．２２ ４３．７１ ３６０７．５７ １１００．６４ １２３０．８５ ５３．１２
　程　潮 １５３．６６ ４８．７ ６０７１．８３ １０１．８３ ３１７．４４ ３９．１５
酒钢　镜铁山 ０ ３３．５５ ８３．２６ ９．５１ ５０５１．０２ ７９．８１ １９２．９６ ２２．６５
浙江漓渚铁矿 ６３ ２４．２５ ０ ０ ５２３２．５９ １０９２．５８ ４３３．１９ ８３．５１
江苏利国铁矿 ０ ４２．６ ０ ０ ５０５００ ５０７．７８ １４２７．６７ ３３２．３５
江西新余良山 ０ ２２．１８ ９４．０７ ８．７６ ６１００．３５ ３３０７．５７ ２９９２．１４ ７５．４３
通钢板石矿业 ０ ３３．１９ ０ ５．８８ ８６２７．５ ５０３．５６ １２９０．８ １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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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选矿厂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２００６年７月
单　　位 劳动生产率吨／人月

全员 工人

原矿品位
％

精矿品位
％

尾矿品位
％

选矿比
吨／吨

金属回
收率％

利用系数
吨／立方米台时

全国平均 ４３２ ４９０ ３１．６１ ６４．４３ １０．６８ ２．５５ ７９．９７ ２．２８
１．磁矿 ４１４ ４９６ ３０．５３ ６６．８６ ８．７２ ２．６６ ８２．４４ ２．１１
首钢 １８７８ １９３５ ２６．０４ ６７．８５ ６．８２ ３．２７ ７９．７２ ３．４５
　 矿山公司 １８７８ １９３５ ２６．０４ ６７．８５ ６．８２ ３．２７ ７９．７２ ３．４５
　 大石河 １９７０ １９９６ ２４．０３ ６７．２２ ６．６９ ３．６９ ７５．８ ４．１７
　 水　厂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８ ２７．５４ ６８．２４ ６．９３ ３．０１ ８２．２２ ３．０７
宣钢 ２１１ ２１８ ３５．７９ ６５．７１ １３．２ ２．３５ ７８．０６ ２．３９
　近北庄 ２１１ ２１８ ３５．７９ ６５．７１ １３．２ ２．３５ ７８．０６ ２．３９
唐钢 ３５９ ０ ２９ ６６．９４ ５．４ ２．６５ ８７ １．８７
　石人沟 ２３５ ０ ２７．０３ ６７．５２ ５．４２ ２．８７ ８６．９１ １．１６
　棒磨山 ５２０ ０ ３３．１５ ６７．８３ ５．４２ ２．２５ ９０．９２ ２．８２
　庙　沟 ４０７ ０ ２６．４１ ６５．２３ ５．３４ ３．０１ ８２．１ ２．４６
邯邢 １３２ ２３０ ３３．９１ ６６．３ ７．０８ ２．２１ ８８．５９ ２．０４
　符　山 ６４ １７４ ２８．６６ ６５．４１ ６．４３ ２．６５ ８６．０３ ２．３２
　玉石洼 ２１９ ３０４ ３３．３１ ６６．３ ７．６９ ２．２９ ８７．０１ １．５１
　矿山村 ４７ ２１８ ２９．６２ ６６．５２ ６．３２ ２．５８ ８６．９１ ２．４４
　玉泉岭 ９９ １３３ ２８．３６ ６６．０８ ６．２７ ２．７１ ８６．０５ ２．１
　西石门 １１１ ２００ ３２．７４ ６６．１７ ６．７ ２．２８ ８８．５ ２．４７
　团　城 １８９ ２４０ ４０．３８ ６６．７２ ８．８９ １．８４ ８９．９８ １．５７
　北?河 ２９８ ３５０ ４０．５１ ６６．６８ ７．８ １．８ ９１．４４ １．８
太钢 ５５９ ９１８ ３０．９１ ６５．８ １１．０９ ２．７６ ７７．１４ ３．９６
　峨口 ６５０ １０２２ ２８．５９ ６６．６７ １３．５５ ３．５３ ６６．０６ ３．７４
　尖山 ４９７ ８４１ ３２．８１ ６５．３３ ８．５７ ２．３４ ８５．０２ ４．１５
包钢 １９０ ２２０ ３０．６８ ６２．３２ ９．１８ ２．５５ ７９．７７ ２．２７
　公益明 １９０ ２２０ ３０．６８ ６２．３２ ９．１８ ２．５５ ７９．７７ ２．２７
鞍钢 ４９８ ３７０ ３１．５４ ６７．９７ ９．２３ ２．５１ ８６ ２．９１
　矿山公司 ３２７ ３７０ ３１．７９ ６６．６９ ８．７１ ２．２６ ９２．９３ ２．７９
　 大孤山选 ４２２ ４７７ ３１．７９ ６６．６９ ８．７１ ２．２６ ９２．９３ ２．７９
　 东鞍山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弓长岭矿山 ６８４ ０ ３１．３６ ６９．０６ ９．５５ ２．７２ ８１．０６ ３．０１
　 弓长岭选１ ６８４ ０ ３１．３６ ６９．０６ ９．５５ ２．７２ ８１．０６ ３．０１
本钢 ４７８ ５４４ ２９．１９ ６８．４８ ８．５４ ２．８６ ８１．９１ ２．２８
　矿业公司 ４７８ ５４４ ２９．１９ ６８．４８ ８．５４ ２．８６ ８１．９３ ２．２８
　 歪头山 ３７２ ４４６ ２９．６２ ６８．７ ８．１７ ２．８４ ８１．６５ １．４
　 南芬选 ５３３ ５９１ ２９．０４ ６８．３９ ８．６７ ２．８７ ８２ ２．９４
鲁中 ３８５ ４５６ ３２．３７ ６２．７１ １４．２４ ２．６２ ７４．０１ ０．２５
　选矿厂 ３８５ ４５５ ３２．３７ ６２．７１ １３．５９ ２．６２ ７４．０１ ２．２６
马钢 ２８３ ３１４ ２４．０５ ６４．５２ ９．０６ ３．２８ ８１．７５ ３．６９
　 南 山 ２８３ ３１４ ２４．０５ ６４．５２ ９．０６ ３．２８ ８１．７５ ３．６９
　 凹　山 ２８３ ３１４ ２４．０５ ６４．５２ ９．０６ ３．２８ ８１．７５ ３．６９
武钢 ２２８ ２５６ ４６．６３ ６５．４６ ８．４９ １．７１ ８２．２５ ３．６９
　金山店 １５９ １７５ ４３．７１ ６３．４３ ８．０９ １．６８ ８６．５３ ２．８９
　程　潮 ３２９ ３７９ ４８．７ ６６．９４ ８．７５ １．７３ ７９．５２ ４．６７
浙江漓渚铁矿 ３７５ ４７８ ３６．１８ ６４．８３ ８．５９ ２．０４ ８７．９２ １．６９
江苏利国铁矿 ７３ ９７ ５０．８７ ６４．９２ ９．６６ １．３３ ９６．３１ ２．３４
江西新余矿山 ２８７ ４１４ ３７．０７ ６５．３８ １２．０２ ２．１３ ８２．８ ３．９６
　良山铁矿 ２８７ ４１４ ３７．０７ ６５．３８ １２．０２ ２．１３ ８２．８ ３．９６
密云铁矿 ６４１ ０ ２７．４４ ６７ ７．２３ ２．９３ ８３．３８ ０．８３
通钢板石矿业 １８２ １８２ ３３．１２ ６７．３４ ８．１４ ２．３８ ８５．４ ３．４６
２．红矿 ４５７ ３９７ ３２．３３ ６２．４４ １２．４８ ２．４ ８０．３４ ２．１９
鞍钢 ６３４ ４６７ ２９．３９ ６７．０５ １０．９３ ２．８２ ８０．９１ １．９７
　矿山公司浮 ６３４ ４６７ ２９．６２ ６７．０２ １０．９７ ２．７４ ８２．４８ １．９３
　 东鞍山烧浮 ４３４ ５１４ ３２．０３ ６４．５２ １６．７２ ２．５ ８０．５３ ２．０３
　 齐大山选浮 ３９７ ４４５ ２９．７５ ６７．６６ １０．８ ２．８５ ７９．６８ ２．１
　 齐大山 １７０５ ０ ２８．５７ ６７．６５ ８．９５ ２．７７ ８５．５２ １．７９
　弓长岭矿山 ０ ０ ２７．９３ ６７．２７ １０．６８ ３．４２ ７０．５１ ２．２５
　 弓长岭选２ ０ ０ ２７．９３ ６７．２７ １０．６８ ３．４２ ７０．５１ ２．２５
上海　梅山 ３３３ ３８５ ４３．３４ ５７．１８ １８．８９ １．６１ ８１．９４ ５．０１
马钢 １３０ １５１ ３５．４３ ５８．３９ １５．４４ ２．１４ ７７．０８ １．７９
　 南 山 ２０９ ２３４ ３１．６１ ６５．８７ ９．６６ ２．３８ ８７．３８ １．５１
　 东　山磁 ２０９ ２３４ ３１．６１ ６５．８７ ９．６６ ２．３８ ８７．３８ １．５１
　姑　山磁 １０５ １２４ ３９．８９ ５３．６ ２２．０９ １．８８ ７１．５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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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劳动生产率吨／人月
全员 工人

原矿品位
％

精矿品位
％

尾矿品位
％

选矿比
吨／吨

金属回
收率％

利用系数
吨／立方米台时

　桃　冲磁 ９３ １０８ ３２．０５ ５５．１６ １６．９２ ２．５３ ６８．１ ２．８
酒钢 ８０９ ８７４ ３６．３ ５３．９９ １８．５ １．９ ７８．２４ ３．２
　选矿厂焙烧 ６６５ ７１７ ３６．２８ ５６．４３ １６．９ １．９ ８１．９７ ３．０８
　选矿厂强磁 １０６９ １１５５ ３６．３３ ５１．２６ １９．６ １．９ ７４．０９ ３．３２
３．多金属 ４７５ ５７９ ３４．２７ ５９．７３ １５．３ ２．４１ ７２．２６ ３．５
包钢 ４３１ ５６０ ３２．５９ ６４．３７ １４．０４ ２．６５ ７４．５ ６．２４
　选矿厂 ４３１ ５６０ ３２．５９ ６４．３７ １４．０４ ２．６５ ７４．５ ６．２４
武钢 ４６５ ４８８ ４２．６４ ６４．８５ ８．１５ １．９１ ７９．５７ ２．８２
　大　冶 ４６５ ４８８ ４２．６４ ６４．８５ ８．１５ １．９１ ７９．５７ ２．８２
攀钢 ５４０ ６２７ ３４．５ ５４．０４ １７．８９ ２．３ ６８．１４ ２．３５
　选矿厂 ５４０ ６２７ ３４．５ ５４．０４ １７．８９ ２．３ ６８．１４ ２．３５

重点选矿厂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２００６年７月

单　　位
磨矿机
作业率
％

电力单耗
度／吨
（处理量）

精矿成本
元／吨

钢球消耗
千克／吨

衬板消耗
千克／吨

水耗
立方米／吨

新水消耗
立方米／吨

皮带消耗
平米／万吨

全国平均 ８３．８ ２７．４７ ２９６．７８ １．１２ ０．２ ６．３２ ０．８１ ４５．０２
１．磁矿 ８３．６７ ２５．７２ ２８６．５６ ０．９２ ０．１４ ６．７５ ０．７２ ４９．８４
首钢 ７７．７７ ２０．６ １６６．６２ ０．５１ ０．１３ ９．９４ ０．１７ ４５．７６
　 矿山公司 ７７．７７ ２０．６ ３３３．２４ ０．５１ ０．１３ ９．９４ ０．１７ ４５．７６
　 大石河 ９１．７７ １５．９９ ０ ０．３９ ０．１ ９．２４ ０．１３ ３５．９５
　 水　厂 ７０．０６ ２４．０２ ０ ０．５９ ０．１５ １０．４６ ０．２ ５３．７５
宣钢 ８７．４ ４８．０４ ５１２．９ １．０１ ０．２８ ５．６３ １．９ １３．４７
　近北庄 ８７．４ ４８．０４ ５１２．９ １．０１ ０．２８ ５．６３ １．９ １３．４７
唐钢 ８９．１９ ２３．７１ ３６７．８４ １．７９ ０．１１ ５．３２ ０．７９ ０
　石人沟 ８０．３８ ２６．７ ４８２．６３ １．１７ ０．１７ ７．４８ １．７４ ０
　棒磨山 ９０．１ ２０．３２ ３１７．２８ １．９６ ０ ７．１７ ０．５８ ０
　庙　沟 ９７．０９ ２４．６８ ３３７．１９ ２．２５ ０．１７ ０．５ ０．０４ ０
邯邢 ５５．７２ ２０．０７ ４０３ ０．９２ ０．０９ ７．２３ １．２９ ４．１１
　符　山 ２４．８７ ４１．１３ ３４３．１２ ０ ０ ５ ０．２ ０
　玉石洼 ７４．５３ １８．５３ ５７９．７４ ０．３６ ０．３２ ４．７５ １．７５ ５．３４
　矿山村 ２４．４６ ３３．０８ ６５１．４４ ０．３４ ０ ６．２ １．６ ０
　玉泉岭 ６７．７４ ３０．４ ４８５．９７ ０．５４ ０ ５ ３．５ ０
　西石门 ６７．２７ １８．０３ ３９３．５８ １．５４ ０．０７ ８．８６ ０．７５ ４．７８
　团　城 ８９．５８ １２．７３ ４９６．６２ ０．１８ ０ ３．９５ １．１４ ０
　北?河 ４２．６１ ２１．４３ １６０．７ ０．２９ ０ ７ ２．１３ ０
太钢 ８３．７５ ２０．６ ２８７．９１ ０．８４ ０．１２ ０．６１ ０．６１ ７．５５
　峨口 ７８．２６ ２１．４２ ２９２．９９ ０．４９ ０．１７ ０．４６ ０．４６ １８．１１
　尖山 ９０．６ ２０．０４ ２８４．９３ １．１２ ０．０９ ０．７１ ０．７１ ０．３９
包钢 ９５．３４ ２４．４６ ３１９．８６ １．５７ ０ ０．２４ ０．１３ ０
　公益明 ９５．３４ ２４．４６ ３１９．８６ １．５７ ０ ０．２４ ０．１３ ０
鞍钢 ８７．４９ ３６．５８ ２４０．２５ １．８７ ０．１９ ０．５９ ０．３８ ５７．６９
　矿山公司 ８５．３ ３７．１１ ２４０．２５ １．７９ ０．２６ ０．８７ ０．３６ ４５．５５
　 大孤山选 ９４．７８ ３７．１１ ２４０．２５ １．７９ ０．２６ ０．８７ ０．３６ ４５．５５
　 东鞍山烧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弓长岭矿山 ８９．５７ ３６．２ ０ １．９３ ０．１４ ０．４ ０．４ ６６．２３
　 弓长岭选１ ８９．５７ ３６．２ ０ １．９３ ０．１４ ０．４ ０．４ ０．０１
本钢 ９４．０６ ２６．５４ ３３６．６ ０．６ ０．２ １５．０４ ０．９１ ５３．６４
　矿业公司 ９４．０６ ２６．５４ ３３６．６ ０．６ ０．２ １５．０４ ０．９１ ５３．６４
　 歪头山 ９１．９ ２９．９６ ３５６．１５ ０．８６ ０．４ ２１．４ ０．５９ １４．０７
　 南芬选 ９４．８６ ２５．３ ３２９．４３ ０．５１ ０．１３ １２．７３ １．０２ ５８．６９
鲁中 ９４．１２ １６．５１ ３３６．４ ０．２ ０．１３ ０．９９ ０．５１ ５．９９
　选矿厂 ９４．１３ １６．５１ ３３６．４ ０．２ ０．１３ ０．９９ ０．５１ ６
马钢 ９０．７３ ２５．９３ ３２５．６２ ０．７２ ０ ６．５２ １．８２ ９．２８
　 南 山 ９０．７３ ２５．９３ ３２５．６２ ０．７２ ０ ６．５２ １．８２ ９．２８
　 凹　山 ９０．７３ ２５．９３ ３２５．６２ ０．７２ ０ ６．５２ １．８２ ９．２８
武钢 ７０．５６ ２６．８１ ３７５．３１ ０．７４ ０ ４．９２ １．６５ ４２４．２６
　金山店 ６９．９６ ３５．３６ ３４８．３２ ０．７１ ０ ４．４４ ３．２３ ０
　程　潮 ７０．７４ ２０．７５ ３９５ ０．７６ ０ ５．２６ ０．５２ ７２４．５４
浙江漓渚铁矿 ９１．２１ ２２．９５ ４９２ ０．４５ ０．２２ ８．６６ ０．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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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磨矿机
作业率
％

电力单耗
度／吨
（处理量）

精矿成本
元／吨

钢球消耗
千克／吨

衬板消耗
千克／吨

水耗
立方米／吨

新水消耗
立方米／吨

皮带消耗
平米／万吨

江苏利国铁矿 ６．３ ３５．９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 ０ ０
江西新余矿山 ６４．８７ ２３．５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 ０ ０
　良山铁矿 ６４．８７ ２３．５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 ０ ０
密云铁矿 ８７．８６ ２６．６ ２９１．９８ ０．７ ０．１６ １．９４ ０．２７ ０
通钢板石矿业 ５７．０９ ３９．４７ ０ １．０５ ０．０４ １５．６ ３．３ ３８６．７３
２．红矿 ８５．１６ ２４．８ ３２４．５ １．８１ ０．４５ ３．６３ １．３３ ２３．７３
鞍钢 ９４．１６ ２４．７ ３６１．２３ ２．２１ ０．４５ １．２８ １．２９ ３０．４９
　矿山公司浮 ９３．８８ ２４．０７ ３６１．２３ ２．１７ ０．５ １．１９ １．１９ ２１．７３
　 东鞍山烧浮 ９１．７２ ５４．３２ ３１０．９８ ３．１４ ０．４６ １．３６ ０．１２ ７７．９５
　 齐大山选浮 ９５．０１ ３８．４１ ２８０．５４ １．９ ０．４１ １．０７ ０．０６ ２０．９４
　 齐大山 ９５．０３ １．３５ ３９１．２５ １．９８ ０．５９ １．２ ２．４６ ０
　弓长岭矿山 ９６．９１ ２８．６５ ０ ２．４７ ０．１１ １．９１ １．９１ ８５．２３
　 弓长岭选２ ９６．９１ ２８．６５ ０ ２．４８ ０．１１ １．９１ １．９１ ０．０２
上海　梅山 ６４．２３ ２４ ２５０．１ ０．９７ １．２２ １．０３ １．０３ ２２．１８
马钢 ６８．８３ ２３．４３ ２７２．９３ ０．７３ ０ １４．８７ １．８４ １．３９
　 南 山 ９１．６７ ２６．６９ ３１３．９６ ０ ０ ４．６ １．８２ ０
　 东　山磁 ９１．６７ ２６．６９ ３１３．９６ ０ ０ ４．６ １．８２ ０
　姑　山磁 ７６．１６ ２１．３７ ２３５．０７ １．８ ０ ２４．９３ ２．３４ ０
　桃　冲磁 ４６．２８ １９．９８ ３１１．８５ ０．６７ ０ １２．８３ ０．２６ １１．１５
酒钢 ８０．７ ２６．６８ ３４２．５７ ０．７１ ０．１１ １１．３４ １．０８ ３．３８
　选矿厂焙烧 ８２．３３ ２８．３７ ２８９．５ ０．７９ ０．１２ １０．４９ １．０８ ２．９９
　选矿厂强磁 ７９．０７ ２４．８ ４０１．９５ ０．６４ ０．１ １２．２８ １．０８ ３．８２
３．多金属 ８２．３ ４０．８８ ２９９．７７ ０．９２ ０．１ ８．４５ ０．３４ ５７．４７
包钢 ８９．３ ７３．４２ ３４５．６８ ０．９７ ０．１４ １１．１５ ０ ４．７２
　选矿厂 ８９．３ ７３．４２ ３４５．６８ ０．９７ ０．１４ １１．１５ ０ ０
武钢 ５０．５９ ３４．８１ ４３３．７７ １．１ ０ ０ ０ ０
　大　冶 ５０．５９ ３４．８１ ４３３．７７ １．１ ０ ０ ０ ０
攀钢 ９４．６６ ２８．４１ ２２３．８２ ０．８４ ０．０７ ７．１１ ０．７９ １２７．４６
　选矿厂 ９４．６６ ２８．４１ ２２３．８２ ０．８４ ０．０７ ７．１１ ０．７９ 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７月全国重点矿山产品产量　　　　　　　　　　单位：吨
单　　位

铁矿石总量 铁精矿总量 铁成品矿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全 国 ５０２５１７００ ２９５９７４９００ ０ ０ ０ ０
重 点 １１６３５４８３ ８１４２３５９３ ４９４４９１７ ３３７２３３０６ ５２７６２７３ ３６４２１０９３
中 小 ３８６１６２１７ ２１４５５１３０７ ０ ０ ０ ０
首钢 ８５４３６２ ５９９０７２８ ４２１８２３ ２８２２８７６ ４２１８２３ ２８２２８７６
宣钢 ９２４５０ ６０７６９６ ３８５１９ ２４９０５０ ３８５１９ ２４９０５０
唐钢 ３０４５４１ １９４９９４８ １１４６８４ ７３１７８７ １１４６８４ ７３１７８７
邯邢 ４７４７０３ ３３０６８５０ ２３７９７３ １６９９１０５ ２３７９７３ １６９９１０５
太钢 ６８８１５２ ５２４３４７６ ２７７６８５ ２０８２０４１ ２７７６８５ ２０８２０４１
包钢 １０６９０４５ ７２４７０５９ ４２６０９４ ２７２４１８６ ４３５５０４ ２７２５３３５
鞍钢 ３１２９９７３ ２０３１３６９４ １２２８３１２ ８３９５１４０ １２２８３１２ ８３９５１４０
本钢 １３７５４８４ ９２４９５０３ ５２９６６８ ３５９５５３４ ５２９６６８ ３５９５５３４
上海　梅山 ３０２９２５ ２００３１７７ １９６８３４ １３４０４５９ １９６８３４ １３４０４５９
鲁中 １６１３１６ ９８３２３６ ８００８０ ４９９０３４ ８６１５１ ５３２７８１
马钢 ６６６０２２ ７３４８８４２ ２３１７１１ １６７１８９３ ２６４０２１ １８７７１１１
武钢 ４１５５２４ ２６５６８９３ ２９０６３９ １８３７３４８ ３７７７３０ ２３７４６０７
海南铁矿 ２３５３３３ ２２６１５２６ ５７５２ １２６５２７ １２６５３２ １５８５７５９
攀钢 １００８１２２ ６０２８２１２ ４１４９９５ ２６６３７９９ ４１４９９５ ２６６３７９９
酒钢 ２９４８９７ ２１８８５６５ ２０６９２１ １５７０７７７ ２０６９２１ １５７０７７７
浙江漓渚铁矿 １０００４５ ７０２７２４ ７２９８０ ４９１９４５ ７２９８０ ４９１９４５
广东大宝山铁矿 １１２４１７ ７０３００４ ０ ０ ７５６９４ ４６１１８２
江西新余矿山 １２０２８９ ８８３９６４ ８２４８４ ５３８０３２ ８２４８４ ５３８０３２
密云铁矿 １３６００８ ７５２３１９ ４４０２８ ２４８８５１ ４４０２８ ２４８８５１
通钢板石矿业 ９３８７５ １００２１７７ ４３７３５ ４３４９２２ ４３７３５ ４３４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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