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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改革风云录

鞍钢集团总经理戴志浩：

用好改革“关键一招” 开启新鞍钢建设新局面

●本报记者 刘丽靓

“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

的秘密。 ”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传记作者彼

得·克拉斯如是说。

坐落在辽宁省鞍山市的鞍钢集团，被誉为

“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新中国钢铁工业摇

篮” 。 近年来，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征程中成为

大国重器的“钢铁脊梁” ，在大刀阔斧的市场

化改革中实现“涅槃重生” ，以奋发有为的精

神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新鞍钢。2023年1月份，

鞍钢集团生产经营实现“开门红” ，鞍山钢铁、

攀钢、本钢、鞍钢矿业等子企业多项指标创历

史佳绩，为助力经济稳增长贡献了鞍钢力量。

“改革是实现鞍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

招。 ” 鞍钢集团总经理戴志浩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鞍钢将锚定建设世界一流

企业目标，实施新一轮深化改革行动，继续推

进区域内兼并重组，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

调整， 将资本运作规划纳入集团三年滚动规

划， 从战略高度指导全集团开展资本运作，开

启新鞍钢建设新局面。

发力重组整合 效能加速释放

改革一子落，企业满盘活。 用好专业化重

组这“关键一招” ，鞍钢集团正朝着建设更具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钢企阔步前行。

2021年8月20日，鞍钢重组本钢大会在辽

宁鞍山召开，辽宁省国资委将其所持有的本钢

51%股权无偿划转给鞍钢，本钢成为鞍钢控股

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鞍钢集团本钢集团

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新鞍钢成功组建， 钢铁

“航母”扬帆起航。

“鞍本整合融合实现了‘1+1＞2’ ，整合

仅一年时间，590项任务全面完成， 实现协同

创效26.17亿元， 成为改革三年行动标志性案

例。 ” 戴志浩表示，鞍本重组后粗钢年产能达

到6300万吨，位居国内第二、世界第三，在辽

宁省占比58.6%，在东北三省一区占比33.5%，

使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钢企产业集中度提高到

41.5%，鞍钢成为了我国北方最大的钢铁“航

母” ，构建了“南有宝武、北有鞍钢” 的钢铁产

业新格局。

握指成拳，形成合力。 改革，成为激活本

钢的关键一招。 2022年本钢生产经营生态发

生显著变化， 资产负债率比年初下降3.1个百

分点，财务费用同比下降50.5%，实现从规模

体量到质量效益的全面提升。

改革也显著提升了新鞍钢的核心竞争力。

数据显示，2022年，鞍钢集团利润总额在钢铁

行业排名第4位，销售利润率达到行业平均水

平的1.8倍， 十年来首次连续三年跑赢行业大

盘；在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位居

第217位，较上年跃升183位，成为榜单中上升

速度最快的企业。

重组是起点，整合融合才是关键。 鞍钢集

团更深层次的整合发展正扎实推进。

鞍钢集团聚焦打造“双核+第三极” 产业

发展新格局，组建了新材料、能源环保、智慧服

务三个产业发展专班，推进水渣、供应链、低温

液体、废钢、碳材等各产业整合发展；推动子企

业内部44个整合项目落地实施， 推进同类业

务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培育一批主业突出、

核心竞争力强的支柱型企业；把钒钛产业确立

为“第三极” 产业发展的排头兵，为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提供有力支撑。

“为实现鞍钢集团‘十四五’时期‘7531’

（7000万吨粗钢、5000万吨铁精矿、3000亿元

营业收入、100亿元级利润） 战略规划目标，我

们将按照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继续推进区域内

兼并重组， 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提

升行业地位和竞争力。”戴志浩说，集团还将以

优化产业布局、 实现低碳发展为战略指引，对

沿海钢铁基地进行绿色升级，全力打造千万吨

以上规模的钢铁精品基地。（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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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一体化

算力交易调度平台上线

物流客流资金流提速 经济复苏活力足

●本报记者 连润

快递日均揽收恢复至3亿件以上、 一线

城市市内出行流量超过2022年高点、2月新

增人民币贷款有望继续同比多增……多项指

标显示，2月以来，物流、客流、资金流流动继

续加快，经济韧性、潜力、活力正得到更充分

展现。

专家表示，随着新老政策持续显效，被抑制

的需求将加快释放， 流动起来的中国必将迸发

出更加澎湃的发展动能。

物流提速记录“忙碌劲”

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供给，一头连着消费需

求，其畅通运行、交织繁荣，折射出生产供应能

力的提升、需求的回暖、经济的复苏。

作为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 春运期

间，邮件快件揽收量成绩喜人。 国家邮政局22

日公布数据显示，春运全网累计揽收邮件快件

103.67亿件，日均业务量2.59亿件，较2022年

同期增长6.14%，较2019年同期增长159%。

春节过后，物流运转在高位水平上进一步

加快。 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监测汇总数据显示，2月以来，全国邮政快递

日均揽收投递均恢复至3亿件以上。 2月23日当

天，国家铁路货运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运输货

物1110.7万吨，环比增长0.33%；全国高速公路

货车通行755.23万辆，环比增长0.66%。

除了量的增长， 物流的繁荣还体现在突破

“关键数字” 的速度上。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

示， 开年39天， 快递业务量超过100亿件，比

2019年达到100亿件提前了40天，比2022年提

前了2天。

此外，跨境物流也快速恢复。据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1月，中欧班列累计

开行1410列，运送货物14.7万标准箱，同比分别

增长6%、13%，综合重箱率达到100%。 自2020

年5月以来， 中欧班列已连续33个月单月开行

千列以上。（下转A02版）

证监会：扎实做好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注重成果转化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2月24日公布，2022年， 证监

会共承办全国人大代表议案、 建议191件，全

国政协委员提案179件，代表委员持续关注资

本市场改革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证监会坚持

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深化改

革开放、防控重大风险、统筹疫情防控等重点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强化政治引领，加强统筹

谋划，有效凝聚推进工作、改进问题的共识与

合力，高质量完成了办理工作。

在办理过程中， 证监会加强组织领导，精

心部署安排， 不断优化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机

制，持续提高办理质效。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严格

落实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工作要求， 认真履

行办理建议提案的政治责任， 召开党委会专

题研究部署，组织交办培训会议，制定工作方

案，细化责任分工，明确工作要求。 党委成员

带头加强对分管领域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指

导，承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每

项建议提案均指定专人办理，以上带下、层层

负责、 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保障了办理工作

顺利开展。

二是密切联系沟通，增进协同共识。 加强

与代表委员全过程沟通，办前主动联系，准确

领会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 办中做好政策解

释，有效凝聚共识，办后常态化沟通，支持代

表委员持续跟进工作进展， 不断提升办理工

作的质效。

三是加大督办力度，抓好重点建议提案办

理。 优化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电子台账，紧盯关

键时间节点，加强督办检查，全面掌握办理进

展，确保办理任务按时完成。 围绕重点建议提

案积极组织开展调查研究，邀请全国政协委员

到证监会现场走访，深入探讨研究，充分发挥

重点提案示范引领作用。

四是注重成果转化，推动资本市场高质

量发展。 坚持落实为本，针对代表委员广泛

关注的稳步推进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完善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等问题，认真

研究吸收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把办理工作

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同谋划、

同推进，着力推动解决一批各方关注的重点

难点问题，以实际行动和更多实效回应代表

委员关切。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

十四届一次会议即将召开。 证监会表示，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围绕推动资本市场

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政治性和人民性为方向，

扎实做好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努力

办出更多共识、更大成效，为建设中国特色

现代资本市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极贡献

力量。

新建福厦铁路完成全线工程量超九成

2

月

21

日拍摄的新建福厦铁路福州南站站房扩建工程。 记者从东南沿海铁路福建公司获悉，为使新建福厦铁路（福厦高铁）早日全线

开通运营，建设单位抢抓进度，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新建福厦铁路站前工程已全部完工，全线工程完成量超九成。新建福州南站、厦

门北站装饰装修及站后工程建设也已进入冲刺阶段。 新华社图文

央行：加强监测研判

持续关注通胀反弹压力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2月24日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

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精准有力， 稳固对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支持力

度。 当前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消费潜能，我国通过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未来仍有提升空间。 此外，要

加强监测研判，持续关注通胀反弹压力。

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报告称，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坚持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

路，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

信贷合理增长， 引导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发

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激励引导作用，为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稳” 的战略支撑和

“进”的战略空间，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余额约6.4万亿元，约占人民银行总资产的15%。

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方面， 报告提

出， 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激励引导作用。

保持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稳定性，继续对涉农、小

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普惠性、持续性的资金支

持。 实施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保持对小微

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继续

并行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专项再贷款，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为具

有显著碳减排效益的重点项目和煤炭煤电的清

洁高效利用提供优惠资金。 运用好科技创新再贷

款和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 有效满足制造

业、社会服务领域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设备更新改造信贷需求。 继续实施普惠养老、交

通物流等专项再贷款政策，落实好普惠小微贷款

减息支持工具和收费公路贷款支持工具，推动保

交楼贷款支持计划落地生效。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

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加大偏

松调节力度，适时适度降准，保持市场流动性合

理充裕，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持续且充足的资金

支持，但会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保持物价基本

稳定。

进一步挖掘消费潜能

“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消费潜能。 ” 报告特别

指出，从历史上看，多数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 消费成为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

能，有利于支持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循环，提

升居民福祉。 中长期看，2035年实现人均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离不开消费引擎的重要

支撑， 需坚定信心发挥好消费增长的战略推动

作用。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入后半程、资本回报边际

趋降、房地产发展模式演变，投资快速扩张的可

持续性面临挑战，从经济结构更为均衡稳定的角

度看，需要消费动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国通

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未来仍有提升空间。 总的

看， 中长期保持消费稳定增长既有必要又有空

间，有助于更好实现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

中信证券消费产业首席分析师姜娅表示，

“消费复苏” 是2023年的明确投资方向。 西部证

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边泉水认为，今年以来，国内

经济显现企稳回升迹象，2023年居民消费增速有

望加快。（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