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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武集团于2016年12月1日正式揭牌成立。注册资本527.9亿元，资产规模7395亿元。2016年，宝武

集团取得了中国钢铁行业最佳经营业绩，实现钢产量5840万吨，实现营业收入3096.2亿元，利润70.3亿元，

超额完成考核目标、提前完成去产能任务。2016年，上海宝武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全年营业总收入1857

亿元，年产铁2661.32万吨，产钢2787.53万吨。全年耗能总量1323万吨标准煤，比年度目标下降6.7万吨标

准煤。

为钢铁行业转型提供范本

宝武集团能源环保部

张

晶

当“绿色”成为企业基因

记 者 蹲 点 笔 记记 者 蹲 点 笔 记 ⑧⑧ ——来自上海宝武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来自上海宝武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宝钢股份启动“烧结系统节能环保综合改造

工程”，形成年产烧结矿 2133 万吨的总体产能规

模，并实现了“高效、低耗、环保、节能”的烧结工

艺定位。图为改造后的 3号烧结机。

宝武集团宝钢股份废水处理站，各类工业废

水经过净化之后，可以养殖锦鲤。

宝武集团武钢绿色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承建的港东水厂中水回用工程。

本版编辑 向 萌

在绿色环保、低碳节能越来越成为社
会热点的同时，钢铁行业缘于工艺特性被
列入高碳产业，如何走低碳路线？如何在
推进绿色生产、打造绿色产业链、协调低碳
绿色和企业发展的关系中，由被动变为主
动创造绿色，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必须
成为我国钢铁企业考虑的重要问题。

今年 7月份，记者来到宝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宝山基地进行调研，充分感受到
了这个世界领先钢铁企业的浓浓绿意。宝
武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吹响新一轮绿色
号角，积极寻求贯穿整个产业链的低碳解决
方案，走上一条绿色制造、制造绿色的发展
之路。

绿色生产链

“我们一直在探索并采用低消耗、低排
放、高效率的制造工艺和环保技术，努力实
现全流程清洁生产。”上海宝武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智西巍告诉记者，“虽然这
条路并不好走，一方面资金投入巨大，仅露
天的原料厂封闭改造规划项目投资就达 50
多亿元；另一方面，由于是边生产边改造，
受限于施工周期、露天料场周转衔接等约
束条件，技术难度很大。但是我们认为，这
么做是必要的、值得的”。

记者在原料堆场看到了正在进行中的
改造项目，一个个 10 层楼高的钢结构大
棚、筒仓，正在加紧搭建。

“宝山基地原料堆场是华东地区最大
的散装原料场，占地面积近 190 万平方米，
年作业总量近 1.4 亿吨，相关皮带机运输系
统总长超过 125 公里。”宝钢股份原烧工艺
主任工程师李少春说。

过去，铁矿石、煤炭等原料都是露天堆
放。2006 年宝钢股份投资 1000 万元完成
露天料场封闭改造，建设了高达 20 米的原
料场挡风抑尘网和自动洗车台等环保设
施，花大力气降低扬尘污染。为给周边社
区更美好的环境，宝钢股份在 2013 年又制
定原料场全封闭改造规划，希望通过“煤进
仓，矿进棚”，进一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更
好地融入当地社区。

智西巍告诉记者，原料堆场封闭方式
分为两种：对付小山包一样堆起的铁矿石，
用半圆的罩子罩上；平摊在地上的煤，则用
一种高高立起的筒仓储存。改造后，占地
面积减少带来大片空地。“我们决定，省下
来的 40 万平方米空地不再做任何生产用
途，而是植绿。这可以给全厂带来相当于 3
个上海大宁绿地的景观绿地空间。”

在近 190 万平方米原料区域全封闭改
造的同时，125公里长的输送料带也进行了
封闭改造。光这两项封闭项目，总投资就
将超过 40亿元。

“在行业普遍经营压力巨大的背景下，
我们还是决定投入巨资进行节能环保装备
升级。”智西巍说，“节能环保水平是决定钢
厂今后生存的根本条件”。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节能环保的理
念已经渗透到了宝钢股份生产作业的每一
个工艺环节。

以烧结环节为例，传统的烧结是钢厂

热能排放、煤气烟尘排放的主要污染源，但
是记者在宝钢股份 3 号烧结机厂房内，却
看到了一尘不染的车间。“这套有机朗肯循
环（ORC）低温余热发电系统以及配套设
施，是刚刚建成投产的，可回收三烧机的废
气余热发电。”3 号烧结机机长赵利明告诉
记者：“这是国内第一个兆瓦级低温余热
ORC 发电示范工程，扣除自身能源消耗，每
年可节约标准煤 5368吨。”

比如固体废弃物回收环节，宝钢股份
的固废综合利用率近年来基本维持在 99%
以上，其中高炉水渣全部得到综合利用，超
过 90%作为矿渣微粉得到深度利用。

据统计，2011 年至 2016 年，宝钢股份
共投运节能项目 141 项，年节电量 5.79 亿
千瓦时，年增加余热蒸汽回收量 108 万吨，
年折合节约天然气 8334 万立方米，年新增
发电量 5800万千瓦时⋯⋯

“不改变就没有未来。钢铁产业现在
和未来影响行业收益的是资源和环境的高
昂成本，尤其是身处大都市或者省会城市
的钢铁企业，能不能走上绿色发展道路，决
定着企业未来的兴衰。”宝武集团总经理助
理兼能源环保部部长王建跃说。

绿色产品链

“现在天气热，锦鲤不太活泼，以前我
们养的最大的锦鲤有一尺多长呢。”看着池
子里自在遨游的鱼群，记者真难以相信池
子里的清水就在几道工序之前，还混杂着
钢屑和各种杂物⋯⋯宝钢股份电工钢废水
处理站负责人朱亚军说：“养鱼不是重点，
重点是要表明，我们厂出去的水、出去的产
品是过硬的绿色产品。”

2016 年，上海宝武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实 现 高 磁 感 取 向 电 工 钢 B27R080 和
B30R090 全球首发，引起了业界震动。取
向电工钢是制造低能耗变压器的理想铁芯
材料，也是钢铁产品中制造难度最大的品
种之一。传统变压器使用普通取向电工
钢，对电能的消耗量约占国家电力的 1%。
如果全部采用能源转换效率更高的高磁感
取向电工钢，将可节约一个国家全部电力
的 0.4%。目前，宝钢股份生产的高牌号取
向电工钢已经供应三峡大坝使用，并广泛
应用于国家力推的特高压输电项目。

小到易拉罐、大到汽车板，宝武集团生
产的产品已被各个行业争相采用。如今，
以宝钢股份为龙头的宝武集团，已经形成
了以高等级汽车板、高效高牌号无取向硅
钢和低温高磁感取向硅钢、镀锡板包装材
为代表的绿色战略产品群。

“有了绿色产品还不够，我们还要把绿
色的理念延伸到客户那里，介入下游用户
产品早期研发阶段，充分了解用户对原材
料性能的要求。”智西巍说，这一理念叫作
先期介入。

正是基于对于绿色产品的不懈追求，
宝武集团整体经济效益呈现恢复性增长，
2016 年集团实现钢产量 5840 万吨，利润
70.3 亿元。“我们提出的环境经营，就是要
在提升绿色制造水平的同时，还能够提高
企业效益。”王建跃表示。

绿色产业链

“钢厂在大城市存在，不能总把自己看
作社区的负担，而是要想办法变成社区的
一部分。”王建跃说，社会对工厂环保要求

只会越来越高，如果只关注自身污染治理，
最终很难得到居民真正认可；而通过融入
社区，才能相融发展。如此一来，钢铁企业
绿色链条还具备了外延发展的可能，能够
在环境监测、城市垃圾处理、土壤修复等各
个环节，形成新的绿色产业板块。

比如，上海宝武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
上海首批在厂区及周边配备环境空气质量
监测站的企业，5 个空气质量站已纳入上海
区域联网监测系统。不久前，这 5 个站又
一次升级换代，具备了 PM2.5 和最前沿的
挥发性有机物（VOC）在线监测功能。“作为
钢铁企业，社会公众对我们关注度很高，我
们对自己的要求理应更高。”上海宝武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副部长魏炜说。

“垃圾是被放错了位置的资源。”魏炜
举了个例子，为推进城市钢厂建设，充分发
挥钢铁企业固废消纳潜力，在 2015 年的基
础上，宝钢股份对原有含油泥渣焚烧设施
进行提标改造。2016 年，共完成油漆桶入
炉使用量 11150 吨，其中厂内油漆桶 3003
吨，厂外油漆桶 8147 吨，“别小看油漆桶的
量，这可是上海市全年三分之一的废油漆
桶的数量。我们正在与政府部门深度合
作，既要把处置垃圾资源的能力发挥到最
大化，又要帮助解决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
市的垃圾处理问题，一举两得”。

如今，这样的绿色理念，已经深植于钢
铁生产各个制造基地的生长基因之中，在
上海宝山、武汉青山、湛江东山、南京梅山
⋯⋯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已经成为每一
名员工的行动指南。

前不久，在公司举办的“开放日”活动
中，周边社区居民走进厂区，所见所闻打消
心头疑虑。“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原来家门
口的钢铁厂竟是个大公园！”一位社区居民
感叹，“‘花园工厂’名不虚传，宝钢的努力
真是不容易。未来继续与这样的工厂为
邻，我们安心、放心”。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一直以来，宝武集团以
建设生态文明为主线，积极
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开
展全员节能减排活动，与城
市共享绿色发展成果与资
源，营造崇尚节约、合理消费
与低碳环保的社会风尚，推
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为钢铁行业企业转型提供了
范本。

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管
理提升是节能减排工作的3
大抓手。结构优化升级包括
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优化
与升级，这是节能减排工作
的根本，是从源头实现节能
减排、绿色低碳发展的长期
战略举措。宝武集团通过结
构优化升级、抑制不合理需
求、技术进步、能效标准管
理，多管齐下节能提效，实现
了能源总量和强度的双控；
聚焦精品与智慧制造，不断
优化生产组织结构与产品结
构，提升产品的绿色度和生
产过程的清洁度；以控制煤
炭消费为突破，提高炼焦成
焦率、煤炭减量替代、绿色低
碳能源利用等，实现了能源
消费的源头节能减排。

宝武集团以问题为导
向，对影响行业技术进步的
重大工艺技术和重大节能减
排瓶颈问题进行攻关，形成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
低碳工艺与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并建立了机制促
进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引领了行业
的绿色发展方向。

今后，宝武集团将对富氧燃烧技术、高温熔融
钢铁渣余热回收技术等前沿技术进行攻关，加快
推进焦炉荒煤气余热回收、离子风高压静电除尘
等技术成果的工程应用，重视对国内外先进节能
减排技术装备的引进、消化与跨界融合、再创新，
继续保持行业的技术先进性。

钢铁企业在为社会提供绿色优质钢铁产品的
同时，还具有能源高效转换和城市大宗废弃物消
纳等非常规功能。

宝武集团可以聚焦、整合、创新现有绿色产业
相关业务，不断完善环保与资源利用统一平台，加
快优势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积极推进绿色产业
发展。比如，推进冶金—煤化工的协同发展，促进
钢铁副产煤气的高附加值利用，发挥大型冶金炉
窑优势协同处置城市大宗废弃物，利用钢铁企业
的低温余热生产热水供给周边社会用户；积极参
与国家电力改革工作，关注新能源技术进步，发现
新的商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身处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全球钢

铁业都在思考如何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为

世界经济的绿色转型作出行业贡献。将环

境经营纳入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正是作

为我国钢铁产业领头羊的中国宝武集团在

深刻领悟绿色发展的内涵和所肩负的责任

后作出的选择。

钢 铁 业 是 典 型 的 高 能 耗 、高 排 放 产

业。据统计，钢铁行业所排出的温室气体

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4%至 5%。因此，减少碳

排放，是未来全球钢铁行业面临的最大环

境和技术挑战。钢铁生产过程中对环境负

荷较高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钢铁工业继

续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其

传统粗放发展模式必须转型。

同时也要看到，虽然生产过程伴随着

高能耗和高排放，但是钢铁产品本身却是

一种最有环保价值的材料。全世界钢铁的

蓄积量超过其他所有金属材料的总和。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别的材料能够取代钢铁

的作用。在很多场合，如果不使用钢铁材

料，就意味着比使用钢铁产生更多的排放，

这就是钢铁材料最重要的环保特性。

环境的紧约束表明，高环境负荷的产

品终将被低负荷的环境友好产品所替代，

能否适应绿色发展要求，将成为钢铁企业

兴衰的分水岭。只有那些适应绿色发展要

求，又具备强大研发实力的钢铁企业，才

能在成本和环境两方面同时具有优势，才

能在绿色转型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优

胜者。

宝武集团在 2009 年提出环境经营的理

念，这是对绿色发展道路的创新选择，是以

环境为决策出发点，不仅要求企业在经营

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而且更进一步将环

境保护作为企业经营的核心要素之一，成

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创造绿色财富的源

泉。在投入产出上，变消耗型环保投入为

盈利型绿色产出，将环境保护的理念融入

产品研发设计阶段，通过绿色材料的选择、

节能环保生产技术和工艺的采用，来达到

削减环境负荷的目的，因此生产出的绿色

产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更强的盈利能力

和更持久的市场竞争力。可以说，在环境

经营中，环保和盈利是相辅相成的共生体，

实施环境经营将是企业实现从“绿”到“金”

转变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已经成为企业盈

利新模式和现代企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

在 绿 色 发 展 时 代 ，企 业 面 临 新 的 选

择。市场选择在成本和环境两方面同时具

有优势的企业，企业选择适应绿色发展要

求的发展方式，而选择的结果将决定未来

产业的格局。这对于钢铁业来说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环境经营是宝武集团在绿色发

展时代的主动选择，是推动宝武集团顺利

转型，从更高层次履行社会责任，引领我国

钢铁行业绿色转型的长期战略。

在 新 的 发 展 时 代 ，期 待 宝 武 再 一 次

腾飞。

将 环 境 经 营 纳 入 企 业 发 展 战 略

宝武集团武钢绿色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建的武钢体育公园绿化工程。

节能环保理念已经渗透到公司生

产作业的每一个工艺环节

小到易拉罐、大到汽车板，宝武集

团生产的产品已被各个行业争相采用

钢铁企业绿色链条外延发展，

能够在环境监测、城市垃圾处理、土

壤修复等各个环节，形成新的绿色

产业板块


