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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的鋼鐵生涯，鑄就了李效偉鋼鐵般堅強的意
志。棄官從商、臨危受命、大膽改革、勇戰癌魔

⋯⋯這個和鋼鐵打了一輩子交道的「錚錚鐵漢」，終於在
知天命的年紀，實現了自己成就一番事業的夢想。正可
謂：天道酬勤！
芙蓉路，被稱為長沙的「華爾街」。在這條豪華大廈林立

的金融商業街的一隅，有一座極不起眼的、甚至有些陳舊的
寫字樓，華菱集團的辦公地點便設於此，僅佔據其中的三層
半。在內地眾多上市公司大肆修建豪華辦公樓的風潮中，華
菱這種漠視「面子工程」的態度，讓很多人疑惑不解。

臨危受命統籌重組
對此，李效偉表示，華菱的上市「圈錢」，目的不在粉飾

門面，而是要救活企業，使企業的發展進入良性循環。正
是以他為首的集團領導層的這種務實態度，使華菱在短短
十年內，從組建之初的爛攤子躋身為全國鋼鐵企業十強。
1997年，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李效偉人生的一個轉折

點。時任湖南省冶金廳副廳長的他，面臨了一次重要的
選擇：是升任廳長繼續相對安穩的政府官員生涯，還是
接手統籌當時瀕臨倒閉的湖南三大鋼鐵廠聯合重組？這

個和鋼鐵打了一輩子交道的「錚錚鐵漢」，義無反顧地選
擇了挑戰。
回顧往事，今天的李效偉仍然激情澎湃：「我當時覺得

只有搞企業才能實現自己多年的抱負！因為我在冶金廳分
管的正是企業改革和經營，我籌謀多年的企業改革思路和
經營模式，也正希望通過自己領導的企業來得以實現。」
和很多國企集團不同，人家一成立，鞭炮齊鳴，前程遠

大，底氣馬上就足了。而1997年華菱一誕生，面臨的就是
「絕境」。 當時，湖南的三大鋼鐵廠：湘潭鋼鐵公司（以
下簡稱「湘鋼」）、漣源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漣
鋼」）和衡陽鋼管廠（以下簡稱「衡鋼」）隨 經濟體制的
轉軌和市場的變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湘鋼已經發
不出工資；衡鋼更是處於半停產狀態；而漣鋼也僅有微
利，勉強餬口。「三鋼」資產負債率達到73%，潛虧達到
4個億。由於不能按時歸還銀行債務，「三鋼」告貸無
門，連工資也不能按時足額發放，6萬職工情緒波動。面
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湖南省委、省政府果斷地實施大集團
發展戰略。李效偉臨危受命，1997年底，他毅然卸去政府
官員的職位，接手華菱，投身到三大鋼鐵企業的聯合重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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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英篇

十七大

華菱成立後遇到的第一個危機，就
是缺錢，單個企業從銀行都借不出錢
了。李效偉當機立斷，發揮集團整體
優勢，以集團的名義貸款5億元，解
了燃眉之急，也為實現集團成立後的
第一個利潤翻番提供了保障。
根據當時的形勢，李效偉清楚認識

到，企業擺脫困境、實現騰飛的關
鍵，是上市。而現實的情況是：上市
難度極大，「三鋼」聯合重組上市，
在當時的中國股市是絕無僅有的。一
些業內人士認為「捆綁上市命不
長」，加上改制涉及到各企業間利益
格局的重新調整，可以說是內憂外
患，矛盾重重。

敢創新大膽「捆綁上市」
為了爭取上市，李效偉在北京一住

就是幾個月，甚至在改制上市過程中
因車禍撞斷五根肋骨，導致肺黏連，
仍帶傷奔波於證監會和發改委之間。
在他的多番努力下，華菱管線集中了
華菱集團的優質資產，終於於1998年

10月通過了發審會，並於1999年募得
「第一桶金」── 10.6億元。

而今，華菱集團的漸進式整體上市
已走完全程。華菱集團實施的這種以
資金資產為紐帶，而不是以龍頭產品
或核心企業為紐帶的集團公司結構以
及與之相對應的「二元分層經營管理
模式」，被譽為「國企改革第三模式」。

引外資力拓國際市場
2005年，華菱再次吸引了世人的關

注。10月17日，世界最大的鋼鐵集團
—— 米塔爾鋼鐵公司宣佈，以3.38億
美元完成對湖南華菱管線股份有限公
司（「華菱管線」）36.67%的股權的正
式收購，華菱管線成為中外合資股份
有限公司。這是外國企業第一次收購
中國國有上市鋼鐵公司的股份。
談到此次合作，李效偉表示：「經歷

了世紀之初民營企業的無序發展之後，
行業內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的高水平重複
建設，產能過剩，公司傳統優勢市場的
喪失以及競爭對手的合圍之勢，逼迫我

們尋求新的出路。」而走國際化道路，
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正是華菱尋求未來
生存與發展的新突破。
目前，華菱集團鋼產量已由1997年

的230萬噸提高到今年的1,100萬噸；
資產總額由110億元增加到550億元；
利稅總額由3.2億元增加到56億元，其
中利潤由3,600萬元增加到28億元；鋼
材出口量由4萬噸增加到200萬噸，年
創匯約12億美元。華菱集團的主導產
品已在全國同行中處於領先地位，華
菱的發展，完成了一個巨大的飛躍。

作為我國十大鋼鐵公司之一，

湖南華菱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在最近出爐的「2006中國製造業

企業500強」中名列第40位，在

「2006中國企業500強」中列95

位。目前，華菱集團的主導產品

已在全國同行中處於領先地位。

而華菱與全球最大的鋼鐵集團米

塔爾（MITTAL）的合作，經過

近兩年的磨合，也漸入佳境，合

資成效初步顯現。這個有 傳奇

般經歷的公司掌舵人，是中共十

七大代表、華菱集團

董事長李效偉。

■本報駐湖南記者

鄧一凡、

王穎、鄧鵬

"

華菱集團董事長

李效偉

"

在事業上，李效偉堪稱「拚命三郎」。
在為華菱跑上市的那段時間，李效偉的
身體日益憔悴，被診斷出嚴重的糖尿
病。醫生警告他：再不住院治療，很有
可能發展成尿毒症。
此時，華菱的上市進程正進行到關鍵步

驟，成敗在此一舉。李效偉二話不說，帶
藥繼續回北京奮戰。他的夫人，為此專

程請假半個月，北上貼身照顧他，兩人一
起熬過了那段艱難的日子。
正當事業上蒸蒸日上之時，李效偉在

2003年遭遇了生命中最重大的一次打
擊：這一年4月，他在上海做了腎癌手
術。不到１個月的時間，和他相濡以沫
的妻子也查出得了癌症。病痛和恐慌，
讓這個身高一米八開外的東北大漢心情
黯淡到極點。在和妻子回東北老家療養
的日子裡，閒不住的李效偉， 手寫了
自己關於長沙窯的第二本專著《長沙窯
文化研究》。後來，提及這段往事，李效
偉總是說：「在我最困難的時候，長沙
窯幫助我分散了注意力，排解了心中的
鬱悶和痛苦，是它救了我的命！」
李效偉如今已是長沙窯研究和收藏方

面的大家。他善於以企業家的觀點，從
商品經濟角度來解讀長沙窯瓷器上的詩
文，這也使得他的研究在國內獨樹一

幟，自成一
派。身兼長沙
窯研究會會長
的他，長沙窯
藏品數量已達
到千餘件，並
出了兩本專
著，分別獲得
了「中國圖書
獎」和「湖南
圖書獎」。

寄情長沙窯

抗癌成功

華菱是經湖南省政府批准，於1997年
11月由原湘鋼、漣鋼和衡鋼聯合改制而
成的大型國有獨資公司，隸屬於湖南省
人民政府，註冊資本20億元人民幣，目
前是全國百強企業之一。集團下轄湘
鋼、漣鋼、衡鋼、長沙銅鋁材有限公司
等四家全資子公司，擁有湖南華菱管線
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等十餘家控股子公司。集團主營鋼鐵等
黑色、有色金屬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以及
其它附屬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現有在崗
員工4.7萬人，其中各類專業技術人員1.2
萬人。已形成1,200萬噸鋼的年綜合生產
能力，進入全國十大鋼行列。

■華菱鋼鐵集團董事長李效偉。
錚錚「鐵」漢李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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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骨不離陣 企改創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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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視察華菱
鋼鐵集團。

■華菱牽手全球最大的鋼鐵集團米塔爾。

■湘鋼生產車間。 網上圖片

華菱集團
位列全國十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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