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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年公司经营情况整体回顾 

2018 年，宏观经济稳中有变，钢铁行业继续保持良好经营态势，

公司上下居安思危，砥砺奋进，持续推进精益生产、销研产一体化、

营销服务“三大体系”建设，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产品研发创新

能力，坚定不移打赢高质量发展开局战，聚焦钢铁主业，坚定不移提

效率、优结构、降杠杆、强改革、增效益，生产指标全面超目标、超

预期、超历史纪录，经营业绩实现历史性突破，企业运营效率和竞争

力明显增强。公司全年产铁 1,631 万吨，钢 1,972 万吨，材 1,836 万

吨，分别同比增长 10%、14%、10%；钢材销量 1,849 万吨，同比增

长 12%；实现营业总收入 913.69 亿元，净利润 86.04 亿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7.8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9%、62%、65%。 

二、2018 年董事会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重点工作 

1、督促经理层落实董事会意见，助力改善公司运营 

董事会与公司管理层及业务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交流，在全面了

解有关安全生产、购销管理策略、物流、技术与质量、能源环保、固

定资产投资、经济技术指标、公司治理等情况的基础上，结合行业最

新政策及形势，向经理层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督促经理层落实相关工

作，对改善公司运营起到了积极作用，确保公司 2018 年度商业计划

超预期完成。公司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7.80 亿元、

基本每股收益 2.2483 元/股，较历史最优业绩增长 64.53%。 

2、大力推进降杠杆、着力优化负债结构 

2018 年董事会督促公司积极推进降杠杆工作，减少有息负债，

引入权益资金，并着力调整优化负债结构。截止 2018 年末，公司银



行负债同比减少 78.1 亿元；实施首单地方国企和钢铁行业市场化、

法治化债转股，引入六家投资者以 32.8 亿元增资下属子公司。2018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下降至 65.12%，较年初降低 15.27 个百分点。同

时，通过有息负债结构调整，年末长、短期负债比例优化为 38%：62%，

长期负债占比较年初提升 22 个百分点。  

3、推进钢铁资产整体上市，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减少关联

交易 

董事会推动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控股股东华菱集团旗下

优质资产及投资者所持子公司少数股权。其中拟购买的华菱集团优质

资产包括下属子公司少数股权、节能发电资产以及阳春新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控股权，将推动实现钢铁资产整体上市，消除潜在同业竞争，

减少关联交易，并提升上市公司盈利水平。 

4、严控资本性开支 

董事会督促经理层继续严控资本性支出和新开工项目，将投资重

点聚焦在提质降耗、节能减排、智能制造等项目上；对资本性支出项

目进行了认真审查，全年资本性支出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5、加强公司治理，确保公司规范运作 

董事会高度关注公司治理，及时召开职能委员会，加强内部控制。

董事会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财务审计机构，对公司 2018 年度财

务报告进行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聘请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为内控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

作并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帮助发现问题、提示风险，提出解决方

案，确保公司规范运作。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 

1、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共组织召开 12 次董事会会议，其中 2 次以现场方式召开，10 次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共审议批准议案 49 项。 

2、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以及形成决议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共提议并组织召开 4 次股东大会，均以现场方

式召开，并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共审议批准议案 13

项。董事会认真贯彻和执行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议。 

3、专业职能委员会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各职能委员会按照《公司章程》及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履行各自工作职责，推动了公司治理持续优

化，提高了决策科学性。全年共组织召开 5 次审计委员会，4 次关联

交易审核委员会，3 次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1 次战略发展委员会。

其中，审计委员会定期了解公司财务和经营情况，与财务和内控审计

机构反复沟通交流，审核公司财务和内控信息；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

对关联交易必要性、合理性、定价公允性和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查了公司高管的绩效薪酬方案。 

三、对经理层的评价 

2018 年，公司经理层根据年初董事会制定的工作目标，恪尽职

守，认真履职，坚定不移打赢高质量发展开局战，推进公司向建设新

华菱的目标前进。2018 年，公司实现历史最优业绩，产量规模和利

润排名在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里稳中有升，在湖南省属国企中稳居第一。 

（一）坚持精益生产和低库存运营，产销双双创新记录。 

公司持续构建精益生产体系，坚持低库存运营，高炉保持稳顺高

产。全年铁、钢、材产量分别比上年净增 145 万吨、241 万吨、171

万吨，创造了年产新纪录，月产、日产、班产纪录多次刷新；华菱湘

钢、华菱涟钢、华菱钢管年产钢分别比上年增长 10%、18%、25%左

右。工序成本、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不断优化。原料矿石消耗、入炉焦

比、喷煤比等指标较 2017 年进一步改善。全年销售钢材 1,849 万吨，

销售价格增幅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3.8 个百分点。 



（二）以研发创新为支撑，品种升级效果明显。 

2018 年，公司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全年获得技术

专利 84 项，品种结构进一步向中高端提升。全年完成高效品种钢 800

万吨，比上年增长 28%，品种钢占比 42%。华菱湘钢开发了 90mm

集装箱船用钢、高强度移动罐车用钢、汽车发动机凸轮轴用钢、转向

节用钢等新品种；造船与海洋工程用钢、桥梁用钢、工程机械用钢市

场份额全国第一。华菱涟钢开发的工程机械用超高强钢 600-1300MPa

低应力吊臂板，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40%，成为徐工集团、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的战略合作伙伴；薄规格耐磨用钢市场占有率超过五成；17

项重点产品替代进口。华菱钢管开发的超临界电站锅炉用耐热钢管

P91 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并大量出口，P92 钢管成功替代进口。

汽车板公司产品认证取得突破，汽车板销量同比增长 31%，其中专利

产品 USIBOR®1500 完成销量 20.5 万吨，同比增长 46%。 

（三）积极推进降杠杆工作，优化负债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主动减少有息负债，引入权益资金，降低资

产负债率，提升抗风险能力。截止 2018 年末，公司银行负债同比减

少 78.1 亿元；实施首单地方国企和钢铁行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引入六家债转股实施机构向公司下属核心钢铁子公司增资 32.8 亿元，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年初降低 15.27 个百分点。同时，积极调整有息负

债结构，增加长期负债，减少短期负债，2018 年末公司长、短期负

债比例优化为 38%：62%，长期负债占比较年初提升 22 个百分点。 

（四）内部改革取得新成效，企业运营效率得到提升。 

公司继续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加快智能制造进程，提高管理

效率，促进企业运营效率大幅提升。截止 2018 年末，公司在岗职工

总人数 22,801 人，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劳动生产率（人均年产钢）

分别达到 1,103 吨、1,079 吨，接近钢铁行业先进水平。智能制造取

得阶段性成果，华菱湘钢完成一号和二号空压站合并改造、四中央和



五中央操控合并改造等 25 个智能制造项目；华菱钢管 180 生产线成

为行业首个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首次投用大管坯端面喷标

机器人。 

（五）重视环保改造，构建“绿色钢厂”。 

响应国家超低排放、打响“蓝天保卫战”的要求，公司加快超低

排放转型步伐，打造“绿色工厂”。2018 年，华菱湘钢厂内空气质量

监测点监测结果全部低于市平均水平，跻身 2018 年第三批钢铁企业

绿色工厂；华菱涟钢实施全流程环保设施大改造、大升级以及“花园

式工厂”建设，各项环保指标达到或优于国家标准，厂区环境质量大

幅改善。 

董事会对经理层 2018 年采取的各项工作措施基本满意，但从一

年运行情况分析，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高效均衡的生产运营体系仍有提升空间。突出表现在铁系统

的稳顺和长寿仍面临严峻考验，钢后内部管理的精细化上短板明显，

与行业标杆所具备的“标准化、低库存、低成本、高产出、零质量缺

陷”的精益生产体系还有较大差距。 

二是技术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技术创新的意愿和动力不足。主要

表现在基础性工艺研究薄弱，科技创新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不够，

品质提升、品牌建设任重道远。 

三是资产负债率仍然偏高、债务负担仍然较重。公司资产负债率

仍高出行业、钢铁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且各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存在不

平衡问题，去杠杆工作仍需持续进行，债务结构也存在较大调整空间。 

四是安全形势严峻，环保压力巨大。安全生产有待进一步加强，

环保治理历史欠账较多，环保项目推进进度滞后。 

五是汽车板公司盈利能力仍不理想。汽车板公司产品营销尚未取

得实质性进展，生产经营尚未实现达产达效。 

这些问题都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着力解决。 



四、2019 年董事会重点工作 

从宏观看，2019 年，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金融市

场动荡加剧，据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2019 年世界

经济增长陷入停顿或小幅下挫的概率增大。我国经济运行环境稳中有

变，变中有忧。今年宏观政策将向“稳增长”方向发力，结构性改革

有望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将是“变中有稳”，

经济失速可能非常小。 

从行业看，截止 2018 年末，钢铁行业提前两年完成了化解过剩

产能五年目标任务，彻底清除了“地条钢”，市场环境发生了明显变

化，市场秩序更加公平有序，企业效益持续改善，钢铁行业运行取得

了多年未有的平稳态势。但是钢铁产能结构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受利

益驱动违规新增产能的冲动仍然存在，“地条钢”死灰复燃的苗头仍

然需要警惕，合规企业产能释放过快的压力很大；原燃料涨价、环保

运行成本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不断增加；部分企业节能环保水平与超

低排放要求以及社会期待还有一定差距；企业授信受限，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基于形势研判和行业对标，结合“三年高质量发展规划”任务分

解，2019 年公司的经营目标是产铁 1,714 万吨，钢 2,080 万吨，材 1,985

万吨。围绕公司经营目标，2019 年董事会将继续推进经理层做好以

下工作：  

（一）持续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做强做优钢铁主业。强化铁

前系统的高水平运营，稳定构建精益生产体系，确保实现 2019 年铁、

钢、材产量计划。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与产品的迭代升级，力争全年完成重点品种钢（含新产品）销量 950

万吨；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不低于 3%。创新营销服务模式，加快品

质品牌建设步伐，进一步提高产品定价权。 

（二）加快构建全流程智能制造体系，实现“集约化生产、定制



化服务”目标。加快“智能化车间、智能化产线、智能化工厂”的推

进步伐，针对“两精管理、供应链协同和系统集成” 等方面开展工

作，重点推进硬件网络设备升级改造、关键设备的自动化升级、产供

销的信息化升级、实时在线优化、生产管理精细化和智能决策科学化

等，实现“集约化生产、定制化服务”目标，适应企业市场竞争需要。 

（三）推进产线升级，突破生产瓶颈，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严控投资规模，加大在产品结构升级调整、突破生产瓶颈制约环节方

面的固定资产投入，夯实企业持续盈利基础。重点推进热处理产品结

构调整升级、线棒系统升级改造、智能化产线建设等技改项目实施，

打造企业新的效益增长点。 

（四）多措并举减债降负，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利用

当前市场形势，稳定企业效益，在增加经营性现金流的同时，多举措

加快推进降杠杆工作，优化负债结构。 

（五）坚持绿色发展，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

进一步加大节能环保投入，进一步削减废水、废气及各类污染物的排

放，努力实现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六）持续深化改革，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深化三项制度改革，

大力实施“智能制造”，激发企业内部活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力争

2019 年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劳动生产率（人均年产钢）达到 1,200 吨；

华菱衡钢 550 吨。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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