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數萬鋼鐵業工人可能集體失業，演
變成英國政治危機，雖然首相卡梅倫承諾
盡一切所能應對，但拒絕遵從業界呼聲
「國有化」鋼鐵業。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
貝特曼認同卡梅倫的想法，認為英國鋼鐵
業衰落已是無法扭轉的趨勢，與其為救而
救浪費公帑，寧可用得其所，例如協助鋼
鐵業工人轉型，準備迎接「後鋼鐵業」的
生活。

培訓受影響地區年輕人
英國政府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調整政
策，希望將國家經濟出產重心從金融業移
至製造業、從消費移至投資、從金融中心
的南部移至工業為主的北部。然而貝特曼

指出，這不代表政府要不計代價拯救鋼鐵
業，「若政府花錢能換來鋼鐵業復甦、長
遠保住大量職位，便值得補貼鋼鐵業；但
若只是為垂死的鋼鐵業『吊命』，那只是
倒錢落海。」
貝特曼提到1960至1970年代，曾是英
國製造業領頭羊的棉花業出現危機，蘭開
夏郡一帶大量工人失業，若當時政府決定
推出補貼，該行業很可能到現在仍是英國
的「負資產」。貝特曼指，行業興衰是經
濟發展無可避免的一環，政府應該為鋼鐵
業工人以及在受影響地區長大的下一代年
輕人提供培訓，協助他們轉型，尋找鋼鐵
業以外的工作和生活。

■彭博通訊社

學者：救鋼業嘥公帑 寧助工人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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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工業曾經領導群
雄，1875年英國鋼產量佔全球供應量近40%。

但隨着科技進步、其他行業崛起及環球局勢變化，
英國鋼業近年逐漸式微，規模從1971年聘用32萬人
及年產量2,900萬噸，降至去年只有約3萬人及約
1,200萬噸，僅佔全球鋼鐵供應量的0.7%。

長年故步自封 歐洲二哥變包艇
英國鋼業過往經過多次國有化及私有化，1967年

工黨將全國14家鋼企合組「英國鋼鐵」，1988年私
有化，1999年與荷蘭霍高文公司合組成柯以斯集
團。2007年塔塔收購柯以斯，2010年再改名為塔塔
鋼鐵歐洲。目前塔塔聘用了英國鋼業絕大多數
工人，一旦它撤走後公司無人接手，英國鋼
鐵業便隨時「壽終正寢」。
英國輿論及部分報章把當前鋼鐵業危機

歸咎中國大量輸出廉價鋼鐵，但英國《金
融時報》坦言鋼鐵業衰落非一朝一夕之
故，除了當前全球鋼鐵供應過剩、價格下滑
之外，英國鋼鐵業長年管理不善及缺乏

投資，也是導致今次危機的伏線。《金融時報》又
指，英國鋼鐵業在最輝煌時期開始故步自封，不僅
被美國後來居上，更被意大利、法國及西班牙等歐
洲鄰居爬頭，從以往在歐洲僅次於德國，到現在敬
陪末席，實在咎由自取。

卡梅倫推綠色能源增業界成本
英國《衛報》及美國《華爾街日報》亦指出，卡
梅倫2010年上台後致力推動綠色能源，包括實施高
於歐盟要求的碳排放稅，並強制企業購買源自太陽
能或風力發電的電力，本身用電量大的工廠首當其
衝。報道指，英國工廠去年每度電電費，要較2010
年貴接近一半，相比美國更要貴超過一倍，高昂
的能源成本自然使得英國鋼鐵廠成為外國集團
「裁員」首選。
目前塔塔的英國業務幾乎以每日100萬英鎊(約

1,103 萬港元)的速度蝕
錢，儼如無底深潭，令
人質疑會否有白武士願
意接手。面對壓力，英

國政府昨日宣佈今後所有政府工程會「鼓勵」採用
國產鋼鐵，但始終未有解決塔塔撤走的問題。

■《衛報》/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中國鋼鐵產能過剩，大量鋼材出口導致
環球市場供過於求，對建築用鋼材價格構
成下行壓力。面對市場環境變化，歐洲、
日本及韓國等鋼鐵生產商紛紛出招，例如
集中生產價格較貴、專門作工業用途的高
質鋼材；部分生產商則擴展業務至供應鏈
下游，包辦製造飛機或汽車零件；另有廠
商與客戶建構更緊密合作關係，維持訂單
需求。

廠商轉型撈埋製成品
雖然不少生產商視高質鋼材為「救命

草」，但只生產高質鋼材並不符成本效
益，因此工廠通常是生產少量高質鋼材
外，同時生產普通鋼材及其他不同產品。
專家解釋這是因為鋼鐵廠產量必須達到一
定規模才有利可圖，例如全球第二大鋼鐵
生產商、日本的新日鐵住金便在提升高質
鋼材產量的同時，也增加了中級鋼材的產
量。

其他廠商則爭取轉型，奧地利鋼鐵生產
商Voestalpine過往主力生產鋼材，現在積
極生產製成品，為航空、汽車及鐵路業供
應零件，其中單是汽車產品已佔集團接近
30%的銷售額。行政總裁埃德坦言，歐洲
鋼鐵生產商成本較高，長遠而言無法與中
國、俄羅斯、土耳其或烏克蘭等地競爭，
必須求變。不過專家認為這並非長遠解決
方法，因為中國生產商很快便會趕上有關
生產技術。 ■路透社

塔塔撤資掀起英國工業危機，目前英國製
造業產值僅佔國內生產總值(GDP)11%，遠
低於德國的23%，後者擁有不少像西門子、
寶馬和博世一類的世界級企業，除了擁有龐
大貿易盈餘，鋼鐵業面對中國競爭亦毫不輸
蝕。英國於2008年金融海嘯後曾計劃調整
經濟結構，更重視製造業，但顯然成效不
彰，因此有評論認為，英國應該向德國借
鑑。

建基家族企業重產品質量
德國的成功，與重視長期盈利和社會責任

的歷史文化息息相關。德國工業建基於不少
可追溯至19世紀的家族企業。它們往往發
跡於小城鎮，具有長遠發展計劃，重視產品
質量之餘，也強調對社會的責任。二次戰
後，德國百廢待興，加上德國馬克幣值被壓
低，產品於是具有出口優勢。相較之下，英
鎊卻沒有匯率優勢。
德國企業強調職業訓練、學術研究和在職

培訓，有助提供人才。而且德國企業往往與
銀行界保持密切聯繫，因而可得到長期資
金。相比之下，英國企業往往顯得短視。
最後一個秘訣是政府的角色。德國政府以

公帑資助一個包含67個機構、以研究應用
科學聞名的「弗勞恩赫弗研究所」。它研究
範圍廣泛，以協助企業降低成本為目標。另
外，政府亦為具增長潛力的企業提供稅務優
惠，德國太陽能板便是受惠於電價補貼政策
而發展起來。

■《衛報》/加拿大《環球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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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塔塔鋼鐵公司上周突然宣佈計劃出售或關閉長年虧損的英國鋼

廠，多達4萬名英國工人隨時飯碗不保，當地輿論猛烈批評首相卡梅

倫，在便宜的中國鋼鐵面前未有好好保護英國鋼鐵業；卡梅倫於美國出

席核安全峰會期間，更就此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達關注。不過英國

傳媒認為，英國鋼鐵業逐漸衰落非一日之寒，而且卡梅倫上台後致力推

動綠色能源，大幅增加業界能源成本，更是加快鋼鐵業「安樂死」的罪

魁禍首之一。

歐日產高質鋼材抗中國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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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思里：塔塔出售英國業務，只代表欠
缺競爭力的工廠倒閉，政府應投資重新
培訓工人，任由蝕錢的工廠倒閉，餘下
來的好工廠自然有買家承接。

霍林格：英國鋼業早應轉型生產高質
鋼，政府應更早投放資源研究，並訓練
工人令他們及早學會相關技術。現在開
始也未遲，只是會較困難。

威爾克斯：鋼業並非英國戰略性或系統
性工業，高質鋼鐵在歐洲隨處可買，失
去國產鋼鐵也不會影響國防能力。政府
應該集中協助因鋼業沒落受影響的城市
和工人。

桑德布：英國政府應效法美國當年拯救
通用汽車的方法，讓塔塔把英國業務分
拆後申請破產，然後由政府出資協助重
組。這方法比賣盤或完全倒閉為好。

福特：若政府認為鋼業仍有救，可考慮
臨時國有化，為解決困境爭取時間，但
實行前必須制訂適當方案，不能長期國
有化。 ■英國《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編輯
分析英鋼業前景

英國首相英國首相
卡梅倫卡梅倫

■■塔塔鋼鐵公司計劃出售或關塔塔鋼鐵公司計劃出售或關
閉英國鋼廠閉英國鋼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輿論批評卡梅倫未有保護鋼鐵輿論批評卡梅倫未有保護鋼鐵
業業。。圖為業界工人示威圖為業界工人示威。。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卡梅倫上台後強制企卡梅倫上台後強制企
業購買源自風力發電等業購買源自風力發電等
的電力的電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德國擁有寶馬等世界級企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