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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构建合适的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环节。

依托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现状，在分析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的基础上，从河北省钢铁产业转

型升级对环境的影响、对省内经济的产业贡献和产业自身高效持续发展这三个维度出发，建立了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省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为河北省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

效果评价提供了一种结构性方法。据此，又提出了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具体实施评价的原则与思路，

从而为这一宏观实践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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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调

整产业结构的步伐不断加快，河北钢铁产业思索自

身缺陷，借助一体化的良好机遇努力寻找突破点来

实现钢铁业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河北钢铁产

业优化升级实施进程和方式是否合理，怎样在产业

调整中不断剔除升级的错误指导路径，稳步地实现

产业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因此，河北省钢铁产业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时，

也应该拥有一套考量其升级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全方位指标的评定中发现产业升级的弊病，及时

调整方向和方式，有效地推动河北钢铁业实现产业

的高效增长和优化。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一）系统性 

河北省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评价不仅仅是

衡量整个钢铁产业的优化程度，产业升级会带来环

境、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在评价升级的效

益时不应只从产业本身出发，而应全面地进行评测，

对产业升级所波及的各个方面全方位监督，分层次、

系统地评价一体化背景下的钢铁产业升级情况。 

（二）客观性 

在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时，所选取的指标要

避免主观成分的存在，指标的衡量要做到客观反映，

杜绝以经验或主观打分的数据指标来进行测评，防

止因指标失真等有失公正的效益评价，提高指标的

真实性、客观性、可取性。 

（三）科学性 

产业转型升级评价指标的选取要建立在科学的

基础之上，使各指标能合理地、充分地反映优化升

级的效益，从本质上体现它的内在机理。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不仅仅是实现一个产业的

迅速增长，产业属于产业链中的一环，产业链是产

业带的组成部分，而众多产业带又是整个社会经济

的构成元素。一个产业的兴衰会影响其上下游产业

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多条产业链产业带的市场状况，

还会波及到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要评判产业转

型升级的效果，不应只从产业自身的发展出发，而

应将其融入到大的环境中综合评价，实现了对自然

环境的保护、对其他产业的促进并带动省内经济的

繁荣、促进了自身的产业高速可持续发展才是真正

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最优程度。河北省钢铁产业属于

重工业加工，在生产过程中各项废气、废渣的排放

问题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威胁，其对环境的影响

指标必在评定之列。河北钢铁产业在自身发展进程

中，其产品结构、质量以及产品供求问题会对上游

原材料供给者和下游各种制造业或建筑业等等造成

影响，同时钢铁业作为河北经济的重要发展行业，

其发展状况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对河北经济发展水平

的贡献。所以，在河北省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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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体系的构建中，从对环境的影响、对省内经济的

产业贡献和产业自身高效持续发展这三个维度作为

一级指标进行评定，以保障钢铁产业结构调整的全

面优化，促进河北经济的共同繁荣。 
产业转型升级被定义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向

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发展。产业转型升级，

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转

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产业转

型升级。在环境方面，以前我国多数企业的发展是

以快速无节制推进为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短

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如今，自然环境破坏问题成了

干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人们开始将与环

境和谐共进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企业发展的宗

旨。对于钢铁产业来说，以煤炭作为主要原材料，

重工业加工过程产生大量的废弃物，是自然环境的

重大杀手。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评价首先就要

把环境指标放在第一位，京津冀一体化下更是将环

境问题，排污问题作为整治的重点，以实现自然与

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无论是运用新能源还是利

用环保装置，优化升级的最终目标应是减少废气、

废渣的排放以及对废弃资源的循环充分利用，因此，

将“废弃物的排放量降低率”、“废弃物综合利用提

高率”作为对环境影响的评价指标，考量钢铁行业

转型升级后是否在保护环境方面取得成效。在对省

内经济发展的贡献方面，某个产业的优化发展会带

动其他产业的提升，拉动整体经济的繁荣。河北省

钢铁产业是省内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的高速发

展对河北省经济水平的贡献举足轻重，以“河北钢

铁产值占省内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提高率”来衡量钢

铁的产业贡献率情况，以此探查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的作用效果是否显著。另一方面，钢铁产业转型升

级的目标是除了自身的发展之外，要为其他一般制

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等输送符合要求的钢铁产品，在

京津冀一体化趋势下升级成一条产业带，带动相邻

产业的协同发展。以“河北省钢铁产品占京津冀地

区用钢总量的比重提高率”来衡量河北钢铁产业转

型升级后对京津冀地区产业链、产业带的贡献，评

价其升级的带动效果。 
产业转型升级最直接的目的是促进本产业自身

的高效协调发展，向产业的高级化复杂化转变。本

文衡量河北省钢铁产业自身转型升级的效果从产品

结构、研发效益、产业效益和市场效益四个维度进

行评价。首先，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技术进步，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并加以研究、

改进和创新，建立属于自己的技术体系。在产业自

身的发展中，衡量产业升级效果的第一方向就是“产

品结构调整及创新能力”，在技术的指导下合理调整

产品结构，以其创新能力生产高质化钢铁产品。附

加值低的产品盈利相当微弱，而且产能严重过剩，

而市场中却又高附加值产品的大量需求，将低附加

值向高附加值升级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任务，因此

将“高附加值产品产能占全部钢铁产品产能的比重

增加率”设为衡量“产品结构调整及创新能力”的

三级指标。同时，钢铁业要谋求创新发展，增强实

力，为下游制造业、建筑业等提供高品质产品，填

补产业盲区、弥补产品缺陷，就要搞好研发。陈江

勇在研究中指出，对传统企业来说，技术研发能力、

专利数以及工艺装备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创

新对转型升级的贡献率，因此，以“专利权数量增

加率”为最终的效果反应。其次，将其延伸到“研

发效益”方面，搞研发就会有投入，对于知识性研

究领域，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但成效却未必显著，

钢铁产业转型升级中要度量其研发效果，就需引入

“研发支出利润率”这一投入产出的测量指标，即

每支付一份研发费用会带来多少的利润回报，产业

升级后应带来这一比率的提高，即“研发支出利润

率提高率”；再者，研发活动可以为生产全新的产品

服务，也可以为提高生产的工艺水平服务，产业升

级需要高效利用拥有的一切资源获得最大的产出，

研发的效益也间接地体现为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为衡量升级后的效果，用“能源利用率提高率”作

为三级指标。在产业产出效益维度，内生增长理论

学者认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

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

比值。劳动生产率能有效的反应产业升级的产出效

益，因此，升级后的效果评价我们引用指标“劳动

生产率提高率”。再者，要衡量升级后的投入产出效

益，以波特教授的观点，产业升级就是当资本相对

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资本产出率提

高率”是最直接的指标，它得以评测出钢铁产业结

构优化以后的产出效率。在产品市场效益维度，钢

铁产业是否在转型升级后获得了更广阔的市场，更

多的发展空间，“市场份额”是这种市场效益的直接

体现，我们以“市场份额提高率”对转型前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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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掌握升级过程的市场动态。 

表 1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省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对环境的影响评价指标 
废弃物排放量降低率 

废弃物综合利用提高率 

对省内经济的产业贡献指标 
钢铁产值占省内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提高率 

钢铁产品占京津冀地区用钢总量的比重提高率 

产业自身持续高效发展的指标 

产品结构调整及创新能力 
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提高率 

专利权数量增加率 

研发效益 
研发支出利润率提高率 

能源利用率提高率 

产业产出效益 
劳动生产率提高率 
资本产出率提高率 

产品市场效益 市场份额提高率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设计河北省钢铁产业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的

目的不仅在于对京津冀一体化下钢铁优化进程的效

果进行评价，更重要的在于实时监督产业升级的路

径正确性和实施有效性。通过对监督评价体系中各

项指标结果的比较和分析，找到钢铁产业升级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缺陷以及利好措施，从最终指标值循

迹推导，查找出关键问题点，及时纠正错误轨迹，

充分利用现有高效举措，促使京津冀一体化优势背

景下的河北钢铁产业摆脱困境，实现其稳步可持续

发展。 
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河北省钢铁产业优化升

级的有效结果应是走与环境的和谐共处之路，减轻

对环境的负担，释放环境对污染物的承载，同时将

废弃物循环利用，变废为宝，达到环境与产业发展

的双赢局面。因此，废弃物排放量降低和废弃物综

合利用率提高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衡量省内

钢铁产业的吨钢废弃物排放量，若升级实施一段时

间后其排量并未明显降低，则需要探测清楚钢铁生

产过程中哪个环节是废弃物产生的源头，考虑对其

重点控制，寻找有利改善途径，或更换工艺设备以

更高效地充分地利用资源，或添加吸尘吸污设备将

废弃物转化为可处理的垃圾或原料，也即涉及到废

弃物的综合利用问题。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是缓解环

境压力的关键，但加强对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变垃

圾为可使用的钢铁或企业产业的加工材料也是产业

升级的可取之举。统计省内吨钢的废弃物回收利用

量，除以吨钢的废弃物排放量，将得到的综合利用

率与前期比较，若未见提高则应在降低排放和加强

废物利用两方面双管齐下，监督出现问题的环节，

大力度调整。 

在对省内经济的产业贡献方面，对于“钢铁产

值占省内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提高率”这一指标需要

慎重评价。河北省钢铁产业产能过剩，若单单以此

指标来做效果评判未免有失偏颇。根据国务院出台

的政策，五年内河北省要求压缩产能 6000 万吨，转

型过程中的钢铁产量必定会低于转型之前的产量，

因此，钢铁产业作为河北省的支柱产业，若要带动

河北经济的繁荣，给河北经济充足的依靠空间，就

要在产品的价值上下功夫。一直以来的统计数据都

显示河北省钢铁产品无论是内销品还是出口产品，

都以价格低廉占领市场，而不是不可模仿的高品质

高价值产品。“钢铁产值占省内经济总产值的比重=
河北省钢铁产量*产品价值/省内经济总产值”，不考

虑升级前的数据，若在转型的过程中，这个指标得

到稳步地提升将是一种良好的升级趋势，尤其是产

业价值的提升更是展现有效的升级效果。钢铁企业

加强对产品性能和品质的研发与流程控制，使得国

外客户认同其独特、放心的品质，才能主动掌握产

品的定价权，赢得国际竞争力；另外，国内客户也

会因其质量的可靠性而首选该企业产品，放弃进口

高性能钢材的选择，促进省内钢铁业的发展。河北

省钢铁产业产值提高以后不仅可以为省内其他产业

提供所需钢材，互利共赢，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

同时钢铁业的价值提升也会给河北省创造更多的税

收用于公共事业，带来其他产业发展的便利和人民

生活的便利。在“钢铁产品占京津冀地区用钢总量

的比重提高率”指标中，可以反映京津冀地区产业

对河北省钢铁产品的认同程度，这也与前一个指标

的目的相呼应。京津冀一体化下河北钢铁产业转型

升级的对策中提到，要建立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带，

即钢铁产业为该地区下游产业直接输送所需的钢铁

产品，减少对产品进口的依赖，降低运输成本、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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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成本和时间成本，实现京津冀各产业的协同发展。

若该指标未见提升，则需考虑省内钢铁产品的性能

问题和价格问题，高质量产品可以带来价格的提升，

这可以为前一指标提供增大比重的机会，但钢铁业

若以提升价格来牟取暴利，则会造成销量难以提升，

使国外产品获得竞争优势，因此后一指标又对前一

指标起到调整和限制作用，两者综合考量才得以以

展现最真实的优化升级业绩。 
在产业自身高效持续发展方面，监督评价体系

从产品结构调整及创新能力、研发效益、产业产出

效益和产品市场效益这四个维度衡量河北省钢铁产

业的升级效果。①产品结构调整及创新能力维度包

括两个指标，即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提高率、专利权

数量增加率。产业转型优化最重要的依托就是产品

结构的调整，统计省内钢铁产业生产的高附加值产

品占所有钢铁产品的比重，并与前期比较是否有所

提升。河北省甚至全国范围内粗钢产能过剩，若能

在减少粗钢产量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腾出的产能空间

来生产高附加值钢材，将落后产能调整为高端产能，

让有限资源得以高价值地利用，便能在制约产能的

政策中寻求钢铁业的另一出路。该指标如果未见提

升，说明省内钢铁业对产品结构的调整还不到位，

钢铁企业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着手努力。第一，搜

集钢铁下游企业对目前空缺的钢铁产品种类和规格

的信息，第二，掌握各产业对钢铁产品质量和性能

的要求以及调查其对省内钢铁产品的满意度和建

议。通过这些调查数据和信息来发现钢铁业在产品

结构和创新中存在的缺陷，监测其工艺水平、机械

设备和研发工作等方面有哪些制约产品升级的因

素，及时根据问题制定调整应对措施。在高附加值

产品比重提高率这个指标中还应辅之专利权数量增

加率指标。为了提高河北省钢铁产业的企业形象，

除了学习现有成熟工艺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之外，

更需要拥有自己品牌的优质钢材。如果该指标不断

提升，说明钢铁企业在建立自己独特产品特质上功

夫到位，产品升级步伐稳健，如果长期停滞不前，

就需要审视研发的投入和研发产出效率问题，由于

研发存在长期性和周期性，因此判定企业的创新能

力不是以短期来看，而是一方面在长期中监督其专

利权数量，另一方面还应监督其专利的潜在效益，

即它未来可获取收益的持续时间以及收益的程度，

并不是一味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其真正的专利品质。

例如，研发可用于飞机建造中的某部位高级用钢，

它需要的强度、韧性等的独特性大受飞机制造业的

亲睐，能有效改善飞机的质量和成本，则视为具有

很大潜在价值的专利产品。②在研发效益维度，用

研发支出利润率提高率和能源利用率提高率来衡

量。“研发支出利润率=河北省钢铁产业利润/省内钢

铁业研发投入”，升级过程中该指标若得到提升，产

业日益以较少的研发投入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说明

钢铁业的研发效益提高，所研发的产品有良好的市

场前景，而且研发成功的几率也得到提升，对研究

新技术、新产品的前期指导工作以及开发过程监控

比较有效。如果该指标在长期内未见提升，需要重

点关注决定钢铁产业成功与否的核心研发环节，找

到风险控制点，在战略指导、人员素质、研发设备

等方面监督改善，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对于能源

的利用效率，该指标反映企业对资源的利用程度，

利用率越高企业越可以减少生产成本，节约企业资

源，创造更高的价值，转型后企业的该项指标应有

所提升，或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利用程度过

低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利于钢铁业的持续发展，

钢企应检查各个生产环节的工艺，更新设备，改善

炼造水平，重点控制。③产业产出效益维度，以钢

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率和资本产出率提高率来监督

评价。“钢铁业劳动生产率=省内钢铁业增加值/省内

全部钢铁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以此来衡量员工的工

作效率和创收水平。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对人力

资源的管理，企业文化引导员工的思维素质和忠诚

度，组织结构规划能激发员工的个人能力，激励制

度影响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度和依赖度，如果该指标

得不到提升，很大程度上表明河北省钢铁产业升级

过程中忽视了对产业组织能力的提升培养，在人员

的管理和培训中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要在人员的

调配和协调中加快调整步伐。资本产出率代表产业

所有资本的产出效率，升级后指标应得到提升，无

论是产业中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均应

提高利用程度，如果指标没有改善甚至是有所降低，

则升级效果并不明显，应在生产的各个环节逐级探

测追踪问题源，包括人力的组织配置，材料等物力

的调配，资金运营投入多少和投入方向的管理，并

统一治理改善。④产品市场效益维度，以市场份额

提高率来度量。产业升级的目的是获得市场份额，

取得更高和持续的收益，产业转型后市场份额应逐

渐提高，对于钢铁行业来说，市场份额这一指标与

企业的产品紧密联系，是产业所有生产运作流程的

最终过程，加大对市场的占有，逐步替代进口钢铁

产品和更多地满足客户需求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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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如果市场份额得不到提高，需要考虑钢铁业产

品的供需问题，产品结构问题以及产品的更新换代

问题，仔细分析问题的具体所在，制定策略来改善。 

四、结论 

钢铁产业作为河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在京津

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面

临着巨大的机遇。由于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带来的各

类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对京津相关产业的承接、

对钢铁产品研发需求的增加等都对河北省钢铁产业

的转型升级带来难得的机遇。及时抓住这一机遇，

就能克服长期以来河北省钢铁产业产品附加值低，

产能严重过剩；排污超标，环保治理低效；装备水

平较低，研发投入不足；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

偏小等问题。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钢铁产

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必须通过设计新型的评价指标体

系来评价。从对环保的影响、产业创造的价值增值

及其未来成长性两大方面建立这一指标体系则是构

建评价基本框架的一种可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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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 of the index system of 
evaluating result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teel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on the background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GUAN Jun, YAN Jun, NIU Xiao-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ours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it’s vital to establish the proper index 
system of evaluating the corresponding result. In the paper,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the principle of designing the evaluating index system is analyzed, then the 
system of evaluating the result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teel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on the 
background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is established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dimensions, the effect on 
environment,the industrial contribution to provincial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tself. 
Thus the structural method of evaluating the result is advanced. According to the index system, the principle and 
the route of applying the evaluation is proposed so that the practice can be inspired by it. 
Key word: steel industry of Hebei provinc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esult’s evaluation; 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